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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拉萨市编译
局在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翻译
窗口，安排业务骨干，向社会各界提供
50字以内的现场免费翻译服务，目前窗
口的日办件量达到130余件。既可以满
足市民群众的翻译需求，也确保了翻译
内容的准确性。”旦增旺姆说。

记者了解到，2020年7月，拉萨市编
译局开通了社会用字举报通道，受理面
向社会公众使用的藏语言文字，包括道
路指示牌、街面广告招牌、企事业单位和
机关团体名称以及其他具有公共性、示
意性的藏语文社会用字出现的错字、错
拼、错排、错译等不规范问题，举报电话
为 0891-6381380、15348916333；市民可
将举报内容发送至邮箱1602682635@qq.
com；或以信函形式，将举报内容邮寄至
拉萨市江苏大道69号拉萨市藏语委办
（编译局）藏语言文字科。

旦增旺姆介绍：“许多热心市民在
举报时，只提供内容，不标注地址，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举报受理的时限，因
此，呼吁广大热心群众，在提供藏语文
社会用字不规范线索时，请尽量标注具
体位置，以加快办结时限。也欢迎大家
继续监督拉萨藏语文社会用字工作，为
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旦增旺姆介绍，在信息化高速发展
的今天，藏语文事业也必须全面推进信
息化建设的步伐。拉萨市编译局为有
效推进藏语文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成功主持研发
《新词术语汉藏词典》App安卓版和iOS
版，后期为了方便受众使用，已经转为
微信小程序“汉藏术语汇编”，可随时查
阅参考。该词典目前收录词条12.4万个
左右，是全国实用性最强、点击率最高
的汉藏翻译工具。拉萨市编译局也在
随时更新词条内容，也会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收录更多、更丰富的词条内容，最
大限度地扩大词典使用的受众范围，为
藏语文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林芝市幸福小区网点装修
改造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

一、项目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林芝市幸福小区网点装修改造工程。
二、项目编号：DCZX-XZGC-2024-001
三、评标时间：2024年1月23日
四、中标候选人信息

五、公示期限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本公示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中国邮政电子采购

与供应平台、西藏商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同时发布，其他媒体转载无效，如有异议，
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实名反馈，其他形式的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联系方式：0891-6241348
招标代理机构：
名称：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八一北路拉萨地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5楼
项目联系人：桂女士 电话：1388908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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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互译错拼、直译现象频发
拉萨市藏语委办（编译局）开通举报通道加强规范使用

日常生活中，你是否注意路过的各类标志牌、指示牌、宣传栏、宣传条幅和广告牌？是否发现过部分标志牌、宣传条幅在汉藏翻译及规
范使用方面存在排序错误、错字漏字、多字、直译、错译、未使用双语等问题？近日，记者走访了拉萨市多家打字复印店和广告公司，并就出
现的问题采访了拉萨市藏语委办（编译局）（以下简称：“拉萨市编译局”），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整改措施。

记者 德吉曲珍 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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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拉萨大街小巷，处处可见汉藏文标志
牌、指示牌，市面上各类广告、商户招牌、标识
牌、条幅作为商铺介绍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
为路人提供便利，更是城市形象的对外展现。
但记者走访时发现，很多标识标牌、广告等在
汉藏翻译及使用方面存在排序错误、错字漏
字、未使用双语、翻译不规范等问题。“有些商
铺招牌的汉藏翻译不规范，由此表达出来的意
思就读不懂了，有些藏文招牌出现错字，一旦
写错意思完全不一样，容易闹笑话。”市民扎西
次仁说。

1月12日，记者走访了拉萨市多家打字复
印店和广告公司，了解店铺开展汉藏翻译业务
的基本程序。走访中记者发现，由于汉藏翻译
业务和订单并不多，因此，很多店家没有雇佣
专业的汉藏翻译人员，而是选择使用汉藏翻译
软件进行翻译，且几乎不会对软件翻译后的内
容进行校对，这也导致了汉藏翻译过程中出现
直译现象。

拉萨市城关区某小区门口一家打字复印
店的老板介绍：“我们店规模小，平日里没有太
多的翻译订单，一般都是给店铺招牌进行翻
译，除了通过汉藏翻译软件进行翻译外，很多
顾客也会带模板让我们照着制作，因为我们也
不懂藏语，所以无法进行审核，顾客给出模板
的话，出错率会低一点。”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也有部分商家会专门
雇佣汉藏翻译专业人员作为常驻翻译顾问，这
种商家通常规模比较大，主要经营大型活动背
景制作和单位翻译工作。

出现藏语文社会用字不规范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专业的翻
译人才、完善的翻译标准和审核机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监
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汉藏翻译人才的培养，提高翻译人员的专业
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翻译标准和审核机制，确保翻译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此外，对于我区地名的汉藏互译，应当充
分考虑到地名的历史、文化和地理背景，尊重原意，避免出现歧
义和误导。

商家：
没有专业翻译人员

监管部门：
去年共查出2334处汉藏互译问题

据拉萨市编译局综合科科长旦增
旺姆介绍，藏语文社会用字不规范现象
时有发生，其中店铺招牌上的藏文翻译
错误是最常见的，经常会出现落字、错
拼、多字、直译、错译等问题。对于店铺
招牌上的汉藏翻译，应当遵循准确、完
整、尊重原意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实
际的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和历
史背景的差异，以及翻译人员专业素养
的不足，往往会出现错写误译的现象。

为规范拉萨市藏语文社会用字，拉
萨市编译局全面加大藏语文社会用字
监督检查力度，仅 2023 年就发现了
2334处不规范问题，目前98%以上问题
已整改完毕，进一步规范了藏语文的使
用。同时，拉萨市编译局以拉萨市城乡
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为契机，通过成立
专班，自2023年11月以来，对拉萨市区
面向社会公众使用的标志牌、指示牌、

宣传栏、宣传条幅、广告牌、电子显示屏
等藏语文社会用字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整治。截至目前，共检查28811处，发现
问题1679处，并下达《社会用字整改通
知单》要求限期整改。

旦增旺姆介绍，除上述检查以外，
2023年12月份，拉萨市编译局联合拉萨
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城关区藏语委办，
对拉萨市区内的公交站点名称、车内温
馨提示、乘客须知等藏语文进行了全面
检查，发现了如“暖心公司站”等藏文不
规范问题17处，目前均已整改完毕。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还通过回
头看的方式，对前期检查结果进行回
访，对于仍未完成整改要求的，会进行
再教育、再督促，并适时开展跟踪整
治。针对路标翻译不规范的问题，会
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协调整改。”旦增旺
姆说。

措施：
提供免费翻译服务，开通举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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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藏语委办（编译局）领导带队检查藏博会展馆规范使用藏语文社会用字情况。

图由拉萨市藏语委办（编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