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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扶贫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扶贫故事
赵秀凤 李晓夏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面对中国减贫事业即将开启
的新征程，培育生成正向、健康，
且为世界人民“读得懂、能接受、
可借鉴”的扶贫话语体系，作为今
后我国加强对外宣传的重要途
径，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一、目标与途径的双向促进

扶贫话语体系的构建，是讲
好中国扶贫故事的重要途径。
构建中国扶贫话语体系，需要梳
理好中国扶贫事业的理论成果、
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用好对外传
播的平台及方法。同时，要打造
国际化表达方式，将中国扶贫经
验与故事的表述，完善为国际社
会易于理解、接受和传播的话语
方式，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
事业形成正向理解，从而达到展
示中国立场、传播中国智慧的目
标。

中国扶贫故事讲得好，可以
反向促进中国扶贫话语体系的
不断完善与创新。中国扶贫故
事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底色，但
如若在话语表达中一味地将某

些核心概念直接翻译，则极易造
成传播效果不达标，甚至是跑偏
的情况；又或是按照意译的标准
完成话语转述，相同概念范畴内
的词汇重复出现，外国人更是难
以分辨。综上种种，对外扶贫话
语体系的构建应是一个不断积
累经验、适时调整的精进过程，必
须伴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将中
国扶贫故事推向国际热点话题，
助推中国扶贫成绩赢得国际认
可。

二、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
的认知统感

扶贫话语体系的构建要深
入国内一线，从人民群众中寻找
具有代表性的话语主体、从基层
工作中提炼深刻的故事线索，补
给对外扶贫话语传播的内容源
泉。简单的话语堆砌也不能深
入人心，只有躬身入局，通过更为
丰富的素材、更为生动的语言才
能真正实现中国扶贫故事传播
的特有效果。中国扶贫话语体
系要独具特色，就必须善于用“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内部视

角丈量脱贫攻坚的深层动力，形
成扶贫话语“讲出去”的自信，并
培育更多积极传播中国扶贫故
事的讲述人。

对外扶贫话语体系的构建
要扩展国外视角，捕捉国际话语
流行发展趋势，击碎中国扶贫故
事传播的认知壁垒。中国脱贫
攻坚的推进在国际上备受关注，
也吸引了西方政界、学界、媒体等
多领域不同程度的聚焦。而蕴
含在热点聚焦背后的，是西方社
会对中国扶贫事业，乃至中国社
会发展变化的关注。我们要加
大对国际流行话语体系的研究
力度，正确认识由于意识形态、政
治文化等不同造成的话语分歧，
从中找到破解传播壁垒的本质，
推动中国扶贫故事传播，矫正以
往国际传播过程中的片面认知。
另外，对外扶贫话语体系要探索
国际社会认可的表述形式，借助
话语传播的力量阐明中国减贫
取得的伟大成就。话语传播过
程中，要正确面对国际社会的反
馈和质疑，将消除质疑与深入传
播作为建立认同的关键目标。

三、“言”与“行”的实践统筹

始终将“对外扶贫话语体系
的构建与传播”和“国内减贫事业
的推进”统筹到实践中，实现言行
统一。一方面，在扶贫话语的对
外传播中主动出击，提炼扶贫话
语的精神内核，用来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对外扶贫话语体系；另
一方面，在未来国内减贫事业进
入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阶段后，
对外扶贫话语体系的组成要适
时调整，不断总结和阐明中国贫
困治理经验与内生动力之所在，
并与持续推动减贫事业的前进
共同发力，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和制度的合理性。注重

“对外扶贫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
播”和“国内减贫事业的推进”这
两个方面的持续创新，让说与做、
言与行都统一在每一个伟大的
中国扶贫故事中。

链接扶贫故事的“文本话语”
与“实践话语”，构建更为完整的
对外扶贫话语体系。讲述让人能
读懂的中国扶贫故事，不仅要形
成中国特色扶贫话语的主体风

格，更要摒弃或华而不实、或主观
臆想的话语输出，脚踏实地地采
样、收录、加工、传播。正如脱贫
攻坚中用脚步丈量土地的扶贫工
作人员一样，中国扶贫话语的生
成也应该抛开通知、报告上的僵
硬数字，去到一线提炼凝聚中国
智慧的扶贫话语、收集直击人类
心灵的生动脱贫故事，发出独具
特色、生动自信的中国声音。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全球同时面临疫情防控和本国
发展的双重考验。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在国际舆论舞台上讲好中国扶
贫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运用话语
的力量抢夺国际发展的主动权
至关重要。此时，我们应自信满
满、声音洪亮地向世界喊出中国
声音。

（8 月 25 日《光明理论》 作
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国
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