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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蕾

乡村“小”地名，关系振兴“大”战略。
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规范命名乡

村地名43万条，设置乡村地名标志33
万块。近日，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无数村庄星
罗棋布。人依地栖，志以名存。群山环
绕中的村庄以何为名？蜿蜒曲折的村
道如何命名？那些“无名”山水又该如
何称呼？

聚焦“起名”大事，民政部自去年以
来启动“乡村著名行动”，让“无名”的

“有名”，也让“有名”的“扬名”。

起“新”名，织密地名网络——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起名是基础。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规范命名了

40 多万条乡村地名，大大提升了地名
的数量密度和标准化程度。

既要有名字，也得有“名牌”。截至
今年8月，全国设置乡村地名标志33万
块，安装楼门牌1442万块。

在湖南泸溪县五果溜村，农田旁一
条乡道立起了“五果路”的路牌，为归
人、游人指向。

在信息化时代，精准丰富的地名信
息是乡村治理的“数据底座”，新安装的
地名标志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务服务的

“入口”。
在浙江等地，一些乡村安装了“数

字门牌”，村民们只要在家门口拿手机
扫一扫，就能办理预约寄件、废旧回收、
生活缴费等业务。

守“老”名，助力文化绵延——

地名是回家的路，也是文脉传承的
根。

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乡村地名文
化。据统计，使用超过千年的古村落名
数以万计。

地名中有历史。山东省东明县五
霸岗北村、五霸岗南村的村名，记录着
春秋时期齐桓公召集各国诸侯会盟的
历史事件；

地名中有道德传统。安徽省萧县
“鞭打芦花车牛返”村的村名来自孔子
弟子闵子骞“芦衣顺母”的故事，彰显着

“孝”文化；
地名中有家国。各地用红旗村、红

军村等村名传承红色血脉，铭记红色荣
光……

全国23个省份建立了地名保护名
录制度，已有3万多条乡村老地名纳入
保护范围。

“用”好名，赋能产业振兴——

如今，作为社会基本公共信息，地
名不只发挥着传统意义上的交流交往
作用。畅通城乡人流、物流、信息流，乡
村地名是“桥梁”；促进产业振兴，乡村
地名是“助推器”。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政部指
导互联网地图平台规范标注乡村地名
900 余万条，发动群众依托图上地名，
自主采集农家乐、采摘园等兴趣点 80
余万条，累计导航量超百亿人次。

小小乡村地名正释放着“大能
量”。乡村游的旅人们不用急着找当
地人问路；从事民宿、自助采摘的经
营者们等在家里也自有游客上门；

“山货进城”的车子开到了农户家门
口……

乡村地名助力打通要素流动壁垒，
让城与乡实现“双向奔赴”。有的乡村
通过挖掘发挥地名品牌价值，推出一批
带有地名标志的“乡字号”农产品。越
来越多村子开始探索用乡村地名打出

“特”字牌、唱好“产”字歌，实现地名与
农村电商、平台经济和农文旅发展等深
度融合。

“乡村著名行动”是需要耐下心的
“慢工细活”，也是个“技术活”。

根据此前民政部安排，将利用3至
5年时间集中开展工作，使地名助力乡
村振兴作用充分显现；到2035年，乡村
地名管理服务全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

期待各地丰富“扬名”内涵、创新
“用名”方式，以地名之美彰显时代之
美，以乡村“著名”助力乡村振兴。

据新华社

助乡村“扬名”我国规范命名乡村地名

““乡村乡村著名著名””留住乡愁留住乡愁
——聊城镇江两地交流地名文化保护工作走笔

◆全市共梳理摸排需命名乡村道路 15273条

◆启动命名程序 10347条

◆完成命名 4740条 ◆设置乡村地名标志 1500余块

聊城以乡村道
路命名为重点，织
密乡村地名网，充
分发挥地名作为信
息化建设“数据底
座”作用，助力乡村
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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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
的一块“活化石”，在
千百年延续和传承中
被赋予诸多含义，蕴
藏着一种乡愁、一段
记忆，积淀了最深沉、
最为社会公认、与百
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文
化共识。

优秀地名文化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聊城
通过建立地名文化遗
产宣传、保护、挖掘和
综合利用的协调推进
机制，进一步丰富和
提升地名文化遗产内
涵价值，形成保护地
名文化遗产的长效机
制，讲好地名故事，大
力 传 播 地 域 特 色 文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地名文化遗产的
普查挖掘、认定公布
等是我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
要内容，更是民政部
门在历史文化资源普
查 挖 掘 中 的 主 要 工
作。

2023 年，我市组
织各县（市、区）按照推
荐条件，依据《聊城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认定的范围进行地名筛选。经专家
审核，我市最终确定推荐纳入省级地名保
护名录129处。

为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建设，传承
弘扬优秀地名文化，2024年，我市部署开
展了第二批市级地名保护名录的评选工
作。在第一批名录基础上，各县（市、区）
进行补充普查挖掘，通过搜集、整理、筛
选、认定，第二批县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共171处。目前，申报的第二批市级
地名保护名录达221处。

今年，我市启动主城区地名规划修
编工作，在新的地名规划中编制了地名
文化保护规划专章，将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纳入新的地名规划，积极探索加
强保护和利用地名文化遗产的新路径。

如此一来，遥远的地名文化被激活，
城乡变得有故事，提振了人民群众的精
气神，涵养了现代文明。

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了更好地保
护地名文化遗产，我们要发挥地名这个

“无形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
用，引导人民群众在“知来路”中“明去
路”，唤起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家乡情结与
乡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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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目伦

“聊城古街巷的活化利用已比较到
位，非遗产业的发展也很突出。通过学
习交流，我们得到很多启发，接下来会
在地名文化保护、产业融合等方面多下
功夫。”11月26日，江苏省镇江市民政
局区划地名处办事员秦峰说。

10 月 30 日，江苏省镇江市民政局
三级调研员王永平和秦峰等人来到聊
城，参观学习了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及
光岳楼、米市街等处的地名文化建设情
况，并就“乡村著名行动”和地名文化保
护方面的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

为更好推进“乡村著名行动”，聊城
市民政局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
局等7部门，出台了《关于开展“乡村著
名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
案》。今年1月，全市“乡村著名行动”
工作部署暨培训会议召开，为开展“乡
村著名行动”打下良好基础。

聊城以乡村道路命名为重点，织
密乡村地名网，充分发挥地名作为信
息化建设“数据底座”作用，助力乡村
治理现代化。同时，推进村牌、街路巷
牌等标志标准化建设，打造特色乡村
地名标志，推动地名文化进村社，加大

“智慧型”地名标志探索力度。截至目
前，全市共梳理摸排需命名乡村道路
15273条，启动命名程序10347条，完成
命名 4740 条，设置乡村地名标志 1500
余块。

一半诗意，一半烟火，一条老街，一
段故事。东阿县扎实推进“乡村著名 邮

路畅通”行动，以“沿黄九品”为代表，在
沿黄乡村打造特色乡村地名标志9个，并
在“艾山卡口”设置智慧标志码，打造地
名主题邮局网红打卡点，推动地名发展
与乡村旅游建设相结合，提升乡村形象，
助推乡村发展。东昌府区侯营镇将红色
文化与地名文化充分融合，打造侯营村
红色教育基地；道口铺街道打造地名文
化长廊、设立古井文化标牌，开辟“村支
书话地名”专栏，地名宣传活动有声有
色。茌平区打造《话说茌平地名》栏目，
展示自然村庄地名来历、名人事迹等传
统文化；开通“地名文化公交专线”，乘客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茌平特色村庄
的村名来历、非遗等信息，让地名文化

“流动起来”。
聊城还不断提升乡村地名上图率，

截至目前共采集上传互联网地图地名
信息3000余个，并充分发挥“互联网＋
地名服务”作用，以地名信息化建设促
进地名品牌打造。

据了解，阳谷县积极动员全县1000

余名网格员及志愿者，采集上传农家
乐、采摘园等信息。茌平区发动邮政快
递员，将340余个乡村邮递服务站点采
集上图，促进地名与乡村寄递服务有效
融合。莘县大力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莘县
蔬菜”品牌创新中心，每年举办瓜菜菌
博览会、香瓜电商节等农产品宣传推介
活动，提升地名品牌知名度，促进乡村
振兴。

地名记录了乡村的历史文化，留住
了乡愁记忆。镇江市丹徒区将已消失
的老地名移用或扩展派生到新命名的
道路、居民点、桥梁等名称上，让历史悠
久、具有中华优秀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老
地名“活起来”。当地还打造了宝堰古
镇、世业洲旅游度假区、江心洲“橘江
里”文化旅游街区、世业镇乡村地名文
化公园等一批乡村地名文化阵地，设计
制作了一批具有丹徒地名文化图标及
特色照片的手提袋、笔记本、水杯等地
名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