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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还有那雕花的田字格窗棂，

都是完好无损的，仿佛一柱沉香，在漫长的岁月

里散发着幽幽的馨香。”请问其中“一柱沉香”的

说法是否妥当？谢谢！

山西读者 洪晓桐

洪晓桐读者：
当 说 到 点 燃 的 香 时 ， 宜 用 量 词 “ 炷

（zhù） ”。例如：
（1） 只见香炉中插着一炷香，悠悠荡荡飘着

一股轻烟。

（2） 大概有一炷香的工夫，老和尚回来了，

告诉我们深山里那座寺庙的现状。

（3） 走进孔庙，他看见孔子的牌位前点燃着

两炷香。

（4） 仪式开始了，他们点燃三炷香，然后三

拜九叩。

（5） 她先上了几炷香，作揖致敬，然后站在

一旁。

“炷”最初指点燃的灯芯。例如：
（6） 宿民家，灯炷尽，主人将续进，无逸抽

佩刀断带为炷。（《新唐书·皇甫无逸传》）
“炷”后引申充当动词，指点燃，用于灯、香

等。例如：
（7） 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王

建《和元郎中从八月十二至十五夜玩月五首》）
（8） 冒寒登天仙桥，至光明岩，炷香。（范成

大《峨眉山行纪》）
后来又引申做量词，常用于香。例如：

（9）（宝玉） 亲自点了一炷香，摆上些果品，

便叫人出去，关上门。（《红楼梦》第89回）
（10） 一对蜡烛，一炷香，对着那一碧无际的

天空。（巴金《〈神·鬼·人〉序》）
在人民网等网站观察，发现“一炷香”是当

前主流写法，而“一柱香”的写法甚少。因此，
不论从规范词典的释义来说，还是从社会的实际
使用现状来说，我们宜
采 用 “ 一 炷 香 ” 的 写
法 ， 不 宜 采 用 “ 一 柱
香”的写法。您提到的

“仿佛一柱沉香”宜写成
“仿佛一炷沉香”。

《语言文字报》 原
主编 杜永道

日前，尼日利亚首
都阿布贾远郊的帕杜玛
村洋溢着喜庆气氛。村
民们聚集在一起，见证
村里的一件盛事：中国
援非“万村通”尼日利
亚项目启动仪式。

帕杜玛村此前被选
为受援的 1000 个尼日利
亚村庄之一。村民们将
从此告别长期以来画面
模糊、频道匮乏的模拟
电视信号，“像城里人一
样”看上信号稳定、内
容丰富的数字电视节目。

“ 万 村 通 ” 项 目 是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
非人文领域合作举措之
一，旨在为非洲国家的1
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
电视信号，并向 20 万个
非洲家庭捐赠机顶盒。
中国四达时代集团负责
项目实施并承担后续商
业化运营及维护。

“万村通”尼日利亚
项目将在每个受援村庄
选取3个公共区域，如学
校、医院和教堂等，安
装投影电视和电视机，
村民可以通过这些设备免费收看 21套卫星电视节
目。项目还将向每个村庄的 20户家庭赠送机顶盒
和两个月的收视费；两个月后用户不缴费也可继
续免费收看一套卫星电视节目，或者选择每月缴
纳900奈拉 （合18元人民币） 收看34套节目。

村民优素福·迪奥在接受采访时抑制不住脸上
的笑意，他家是村里这次受赠机顶盒的 20户家庭
之一。几天前，四达时代集团的技术人员已经为
他家开通了收看权限。

迪奥告诉记者，他和家人能看到有几十个频
道的数字电视节目。他说，他自己喜欢看足球赛
和新闻节目，而妻子和孩子则喜欢电视剧和其他
娱乐节目。“有了数字电视，这些都能满足。现在
每天傍晚都有20多个邻居来我家看电视。”

尼日利亚新闻和文化部长拉伊·穆罕默德在项
目启动仪式上说，资讯就是力量，“万村通”项目
让村民有机会看到丰富的本地和外国电视节目，
从而开阔眼界、更好地了解世界。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表示，电视是人
们了解外界的一扇窗户，中国政府很高兴参与这
个加强尼日利亚人民与外部联系的项目。中方致
力于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将与尼方紧密合
作，确保论坛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促进两国人文
交流、民心相通。

作为项目实施方，四达时代集团尼日利亚公
司负责人张进说，很高兴能与中尼政府合作推进

“万村通”项目，把信息和欢乐通过卫星电视节目
带给尼日利亚人民。

（据新华社阿布贾电 记者郭 骏）

交 际

位于中美洲南部的哥斯达黎加，人民文明
好客，谦逊友善，感情细腻，待人坦诚，礼貌
用语随处可闻。

社交场合，一般称呼先生、夫人、女士、
小姐，也喜欢称职衔、学衔，如“校长先生”

“博土先生”等。男子见面，一般行握手礼，
关系密切者还常拥抱。男子见到熟悉女子，
有 时 会 吻 脸 ， 见 到 尊 贵 女 士 ， 会 轻 吻 其 手
背。妇女之间，若是朋友或亲戚见面，常常
互亲面颊。

哥斯达黎加人喜欢聚会，周末有时会彻夜
歌舞。应邀到朋友家中做客，需带些小礼物，
如鲜花、蛋糕、酒类等。主人会用点心、甜
食、水果、饮料、酒类等招待来客。客人不应
腼腆，若不动用招待品，会使主人难堪。

餐 饮

哥斯达黎加人的主食有大米、玉米、豆类

等，尤以玉米食品花样众多，如玉米粽、玉米

饼、玉米团、玉米酒等。一些居民还食用君子

兰、木薯和当地产的茎类食物。

饭店的早餐有煎蛋、奶酪、鲜木瓜、菠萝、
罗马甜瓜、熏肉、黑豆炒米、黑莓果汁等。晚餐
是哥斯达黎加人的正餐，正式宴请是晚宴。晚
宴一般晚上10时开始，会持续到午夜。

哥斯达黎加热带水果丰富，常见的有香
蕉、芒果、油梨、西瓜和葡萄等。最普遍的饮
料是咖啡、加粗糖煮开的郎姆酒、糖酒等。

服 饰

社交礼仪场合，人们一般穿西式服装。日
常生活中，男子服饰比较简单，大多穿衬衫、
黑色或深色裤子。城市女子喜欢穿裙装或紧身

裤，肩披雷波诺彩色长披
巾。城市青年追求时髦服
饰，牛仔装很常见。

哥斯达黎加男子的传统
服饰，多为鲜艳的衬衫、马
裤、高统靴、宽边帽、围巾
等。农村妇女一般穿印花布
连衣裙。

此外，他们非常重视妆容，精心修饰指
甲、眉毛，发型、口红的选择，需符合自己的
肤色和气质。

牛 车

牛车原本是哥斯达黎加的运输工具，后逐
渐演变成那里著名的工艺品，且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19世纪中叶起，哥斯达黎加人开始用牛
车运输咖啡豆，从中部谷地到太平洋海岸的潘
塔热那斯，需要 10 至 15 天。当时牛车的车轮

是没有辐条的实心车轮。更特别的是，在颠

簸 行 进 时 ， 车 楔 与 金 属 轴 摩 擦 会 发 出 “ 吱

呀”之声，清脆悦耳，被称为“牛车之声”。

拥有高品位、美观的牛车，是当时社会地位的
象征，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车辆在制造过程
中被逐渐美化，像在车上雕刻或绘制美丽花
纹、图案等。

随着时代发展，牛车逐渐淡出交通运输领
域，而人们制造牛车的兴趣并未降低，只是更
注重其艺术价值。于是，一件件大大小小的牛
车艺术品应运而生。如今，哥斯达黎加每年都
举办全国性的牛车设计竞赛，届时各种独特设
计的牛车会云集于此。

乞丐节

哥斯达黎加有这样一个风俗：富人应当想

办法救济穷人。约定俗成，每逢周二即为乞丐

节，即一年之中有52个乞丐节。因此，哥斯达

黎加成为世界上乞丐节最密集的国家。

周二这天，乞丐们特别高兴，他们到银行、

店铺理直气壮地向老板们讨钱。不想出钱，也可

用实物代替。银行、商店的老板们会在周二这

天，准备大量的零钱以及火柴、香烟、蜡烛、水

果等，来施舍前来乞讨的乞丐们。

地 址

哥斯达黎加城乡居民住户、机关驻地等，
没有明确的地址，不标注街道门牌号码，不
写××市××大街 ××号之类。他们的地址
写法，一般是××市 （镇、乡、村等），加上
当地一个著名地标 （如某棵大树或某位著名

人士的住宅等），再加上往东 （西南北） 等多

少米即可。如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大使

馆，地址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哥斯达黎加圣

何塞市奥斯卡·阿里亚斯博士住宅南100米，再
往西50米。

禁 忌

哥斯达黎加人忌讳数字“13”和“5”，喜
欢“3”和 “7”。不可询问他们的种族、年
龄。当地印第安人延续传统习俗，不将自己的
姓名告诉外人。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构建

海外安全保护体系，保障我国在海外的

机构、人员合法权益。这为新时期中国

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
新时代的中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不
断推进。外交部持续构建包括“法律
支撑、机制建设、风险评估、安全预
警、预防宣传和应急处置”等6个方面
组成的领事保护工作体系，在维护海外
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及权益，维护国家
海外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此，记者专访了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负责人，请他们详解如何持续构建领事
保护工作体系，为中国公民出国工作、
学习、旅行等保驾护航，如何在海外中
国公民遇到危难和需要帮助时，施以援
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

维护海外中国公民

安全及合法权益

2018 年 10 月 4 日下午 3 时许，4 名
中国游客从土耳其阿克萨赖市包车前往
热门景点卡帕多基亚，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和中国驻土耳其使馆迅速行动起
来。使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驱车 200
多公里赶赴当地医院协助救治，同时
紧急联系到肖玲 （化名） 等家属，并
协助家属们赶赴土耳其。

肖玲的姐姐在事故中受伤严重，颈
椎、骨盆多处骨折，肝脏震裂，出现气
胸血胸，抢救后仍多处器官出血，情况
危急。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多次派员看望
伤者，与院方沟通救治方案。经过 56
天的生死救援，肖玲的姐姐病情渐趋稳
定，最终踏上了转运回国治疗的班机。

“我接到电话后不敢相信，直到在
网上查到事故的报道……” 肖玲在写
给使馆长达19页的感谢信中说，“千言
万语都表达不尽我们对大使和使馆的感
激，你们是我们生命中的恩人。”

2018 年 10 月，台风“玉兔”席卷
美国塞班岛，塞班岛机场关闭，导致近
1500 名中国游客滞留。当机场有限度
开放后，领保中心迅速协调有关航空公
司通过商业方式接返滞留中国游客，向
世人展示了“中国速度”。

2018 年 10 月，一名中国公民在中

非遭到当地暴徒袭击，颅内受伤，如不
能在 48 小时内有效救治，可能危及生
命。当地医院建议转移到条件更好的乌
干达首都医院进一步治疗。时间就是生
命，外交部协调驻中非和乌干达使馆展
开了一场生命接力。驻中非大使两次与
联合国方面在当地机构负责人紧急通
话，协调派飞机转运伤员。在各方努力
下，仅一天时间，这名受伤同胞就搭乘
联合国飞机转至乌干达救治，最终脱离
危险，平安返回国内与家人团圆。

上面讲的几个案例只是中国领事保
护与协助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外
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组织实施撤离海外
中国公民行动 10 余次，处理涉我境外
公民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受理寻
人、补办证件、协助就医等各类领保求
助案件约50万起，涉及近100万人。

仅 2018 年，外交部就会同各有关

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超过

8 万起，其中包括泰国普吉岛游船倾

覆、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印

尼龙目岛地震和美国塞班岛遭台风袭击

致中国游客滞留等重大案件。哪里有困

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中国外交
人员的身影。他们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
命，一次次与时间赛跑，再急再难都义
无反顾。

开展预防性领事保护

打造领保“新媒体矩阵”

预防是最好的保护。近年来，外

交部多次发布安全提醒，将其按风险

程度由低向高划分为“注意安全”“谨

慎前往”和“暂勿前往”3个级别，同

时明确提醒有效期。安全提醒涵盖政

治动荡、社会治安、恐怖袭击、自然

灾害、意外事故、卫生防疫等风险信

息，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尽量扩大信息

覆盖面。

2014 年 9 月 ， 外 交 部 开 通 了
“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
应急呼叫热线，提供24小时热线帮助与
咨询。2017年3月，“12308”微信版和小
程序正式上线，中国公民除了可以继续
拨打“12308”热线，还可以通过微信和
小程序发送语音、文字、图片等信息，

如果不幸在国外受困又不知身处何方
时，只需发送一个定位即可得到帮助。

2018 年，领保中心又开通了“领
事 之 声 ” 微 博 ， 上 线 了 “ 外 交 部
12308”手机应用客户端，构成了“一
网、两微、一端”新媒体方阵。

“一网”指“中国领事服务网”，
2018 年网站阅读量超过 800 万。“两
微”指“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和

“领事之声”微博，截至 2018 年底，
“领事直通车”累计发布信息超过 5400
条，订阅用户超过 115 万；“领事之
声”共发布微博 565 条，关注量 23.9
万，总阅读量超过 1.5 亿。“一端”指

“外交部12308”手机应用。
依托“一网、两微、一端”新媒体

方阵，中国公民无论在全球任意地点，
无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需要帮助时
与外交部取得联系，进一步畅通了中国
公民获得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
与协助的渠道。

稳步推进领事保护立法工作

2018 年 3 月 26 日，外交部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

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正式公布，

广泛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该

《条例》出台后，将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关

于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专门立法，也

是第一部针对海外公民和机构安全的专

门立法，将有力提升维护中国海外利益

的能力与水平，更好地服务境外同胞。

力求创新，砥砺前行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负责人表示，

他们要全面贯彻中央精神，不断加强领

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尽快推动领事保护与协助立法进

程，完善领保工作法制化建设。同时，

他们将对“12308”热线进行升级，打
造多元、高效、便捷的海外公民求助渠

道，并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手段，发

挥大数据作用，以风险预警和教育引导

为重点，大力开展海外安全宣传体系建

设，为每一个在海外的机构和人员提供

更好的服务和协助。

领事服务 海外纪闻海外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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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持续构建领事保护工作体系外交部持续构建领事保护工作体系

本报记者 张燕萍

外交部 12308 手机 APP

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一景。 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