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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贺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

字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
晶， 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
体。 不久前，在中宣部出版局召开的
规范使用汉字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
员一致认为 ， 加强汉字使用的规范
化、标准化、信息化势在必行。 进一步
开展汉字使用的规范和管理工作，才
能更好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促进各地区经济文
化交流。

汉字是意美、形美 、音美 “三美 ”
兼具的文字 ， 也是世界上少数几种
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 可以构
成书法艺术的字体之一 。 历代书法
家创造的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 ，是
中国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 体现了中

华民族特有的美学精神和审美理

念。 然而，近年来，一些个人和机构
为了追求标新立异、突出视觉冲击 ，
忽视汉字的书写规范 、 书写技法和
文化内涵、审美特征，故意将汉字笔
画和结构进行粗俗 、 草率的夸张变
形， 创造出一些拙劣的字库字体产
品，亟待予以规范。

公共空间中的汉字是否准确、规
范、优美，所使用的字体风格是否合
适， 事关全社会文化素质和艺术修
养，必须引起重视。 以丑为美、以怪为
美的字体出现在公共空间，不但不能
体现汉字之美，反而会降低全社会的
审美水平，不利于大众汉字书写规范
意识和审美趣味的培养，也会对青少
年产生误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
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

定地位，并规定“公共服务行业以规
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 当汉字
被应用于出版、影视、媒体、展览、广
告等面向社会公众的领域时，使用规
范应该是基本要求，在网络空间也同
样如此。 公共空间中的汉字规范而优
美，会在无形中营造美的氛围 ，提升
大众的审美素养。

规范是美的基础 。 规范汉字使
用， 并不是拒绝个性化的汉字书写，
而是提升审美水平的题中之义。 对字
库设计者和相关企业来说，需要强化
把关意识，提升审美水平。 书法是一
门艺术，每一种经典字体的诞生都是
书法家苦心孤诣、 千锤百炼的结晶，
都是在取法先人、学习传统 、融会贯
通之后的成果，都融汇着书法家的艺
术个性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放下浮躁
的心态，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 ，才能

更好创新 。 在信息时代规范使用汉
字、提升书法审美素养 ，应加强行业
引导，指导相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出规
范用字倡议， 遴选推荐优秀字体，引
导出版、影视、媒体领域提升规范用
字的自觉意识，落实好规范用字的各
项要求。 同时，有必要加强标准研制，
指导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研

究，推动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立
项、编制工作，为规范用字提供技术
支撑。

汉字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标识。 顺应信息时代的
要求，不断推进汉字规范化标准化信
息化建设，弘扬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
优秀文化，才能把汉字最美的特征展
示出来，让其更好地服务人民生活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据《人民日报》）

以规范书写呈现汉字之美

1 月 23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 57 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39
例（上海 22 例，广东 5 例，天津 2 例，浙江
2 例，福建 2 例，四川 2 例，云南 2 例，北京
1 例，广西 1 例），含 4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浙江 2 例，广东 1 例，广西
1 例）；本土病例 18 例（北京 6 例，其中丰
台区 4 例、房山区 1 例、大兴区 1 例；河北
3 例，均在雄安新区；云南 3 例，均在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山东 2 例，均在济南市；
天津 1 例 ，在津南区 ；山西 1 例 ，在大同
市；河南 1 例，在安阳市；广东 1 例，在珠
海市）， 含 2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北京 1 例，广东 1 例）。 无新增死亡
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1 例，为境外输入病
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23 例，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903 人， 重症病
例较前一日增加 1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1104 例 （无
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 7 例。 累计确诊
病例 12389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1285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1 月 23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 2754 例 （其中重症病例 1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98270 例，累计死
亡病例 4636 例 ，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05660 例，现有疑似病例 7 例。 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 1502026 人，尚在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 46145 人。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7
例 ，其中境外输入 22 例 ，本土 5 例 （北
京 2 例，其中丰台区 1 例 、经济开发区 1
例 ；新疆 2 例 ，均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
山东 1 例 ，在聊城市 ）；当日转为确诊病
例 6 例 （境外输入 4 例 ）；当日解除医学
观察 36 例 （均为境外输入 ）；尚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736 例 （境外输入
676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31438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3034 例
（出院 12572 例，死亡 213 例 ），澳门特别
行政区 79 例 （出院 79 例 ）， 台湾地区
18325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1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1 月 23 日 0 时~24 时 ，全省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 1 例 （安阳市 1 例 ）； 新增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1 例 ；无新增疑
似病例 ；22 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 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640例

（本土 2499 例、境外输入 141 例），现有住
院病例 900例 （本土 889例、 境外输入 11
例）， 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5 例
（境外输入 5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3150人，正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8691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截至 1月 23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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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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