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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夏收时节，机械收

割之后，小学生们到田间拣拾掉落的麦

穗。”请问其中的“拣拾”用得是否妥当？

谢谢！

河南读者 成东潮

成东潮读者：

这个句子中的“无人拣拾”宜写成

“无人捡拾”。这里是说“没人拾取”。而表

示“拾取”的意思，宜用“捡拾”。例如：

（1） 他身穿“生态管护员”字样的黄
马甲，在河边巡逻，手里提着黑色垃圾
袋，边走边捡拾河道旁的垃圾。

（2） 有的参观者弯下腰来，捡拾古代
瓦片和晶莹剔透的小石头，以作纪念。

（3） 他 4 岁时，第一次自己爬上长城，
跟着父亲参加捡拾垃圾的志愿活动。

（4） 碰到狼、野狗时，千万不要转身
逃跑，应蹲下身捡拾石头、木棍，并背靠
石壁或大树，防止它们从后面袭击，还可
以找机会爬到树上避难。

（5） 如擅自在湿地里采挖野生植物、
捡拾鸟蛋，将被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6） 坚守阵地的战士们，子弹打完
后，靠捡拾敌人遗留下来的弹药，打退了
敌人一波又一波冲锋。

在 《现代汉语词典》 等各种工具书
中，有“捡拾”的词条，没有 “拣拾”的
词条。这跟“捡”跟“拣”的分工有一定
关系。过去，“拣”跟“捡”既有表“拾
取”义的用例，也有表“挑选”义的用例。
但是现在，这两个字有明确的分工，表示

“挑选”义用“拣”，表示“拾取”义用
“捡”。如“他捡起一块
石头”不宜写成“他拣
起一块石头”。因此，当
我们表示“拾取”的意
思时，宜写“捡拾”，不
宜写“拣拾”。

《语言文字报》 原
主编 杜永道

公 国

摩纳哥公国在法国南边，地中海之畔，人
口 3.83 万，面积 1.98 平方千米。这里没有军
队，没有边防，没有海关，甚至没有自己的货
币 （使用法郎）。然而，这个小国却有着强大
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观光者和富豪。这里
有碧海蓝天、和煦阳光、光鲜楼宇和精美雕
塑。这里的酒店奢华、博彩火爆，富人、贵
族往来其间。

摩纳哥的大公世袭，拥有国家最高权力，
其亲民作风颇得人望。摩纳哥的百姓很富足，
享受各项高标准社会保障。居民彬彬有礼，笑
迎八方来客。

居 民

摩纳哥的原住民是利古利亚人，只占其居
民的1/5，以法兰西人最多，其他还有来自意大
利、英国、荷兰、加拿大、瑞士等上百个国家
的富人。此外，每天大约还有3.9万人从法国和
意大利过来打工。当地人讲摩纳哥语，可是外
来人口众多，一般通用法语、英语，很多人能
够瞬间在三四种语言之间随时切换。

他们日常穿着比较随意，注重舒适、追求
个性。正式社交场合，如出入高级餐厅、剧院
以及参加重要节庆活动时穿着得体，有风度、
有气质。他们的饮食以精致法式餐饮为主，一
般是前点、主菜、甜品、咖啡。代表性菜肴为
法式蒸深海鳕鱼，口感酥滑，味道鲜美。

物 价

富人聚居地的物价非常昂贵。例如：房价
在每平方米 5 万到 10 万欧元之间，如赌场花园
附近，一室一厅 87 平方米的房子，价位在 500
万欧元上下。一所 25平方米的居室，月租金为
2500 欧元。这种高房价，当然是专门应对外来
者的，当地居民买房、租房会享受很大优惠。

又如餐饮，外来者中等水平的一餐，人均
消费约 60欧元。一杯咖啡、一瓶矿泉水分别为
6欧元和10欧元。幸运的是，凡摩纳哥的工薪阶

层，不管是否为当地人，都不必为此发愁。
政府规定，工薪阶层的人可享受平价待遇，
包括在知名的高级餐厅用餐，一餐也不会超
过 20 欧元。

富 裕

2017 年全球富裕国家排名，摩纳哥荣登榜
首，人均 200 万美元，为第 2 名列支敦士登的 2
倍。全体国民中，1/3是百万富翁，20人中就有
一人身价超过千万美元。国民休闲，主要是开
赛车和驾驶豪华游艇畅游，而出行“打飞的”

（直升机） 也是常事。
世界各地富人和贵族们来这里，要么是度

假，享受这里的悠闲安逸，要么是到赌场一试
身手。正是这些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赶来的富
豪，给这个小国带来滚滚财富。赌场对外国人
开放，而普通摩纳哥公民却难得进入。

避 税

富豪们被吸引到这里，主要原因是避税。
政府规定，凡居住在摩纳哥的人，均可享受
免 税 待 遇 ， 即 无 需 缴 纳 所 得 税 、 资 本 利 得
税、财产税或其他任何个人税目。法国、意
大利乃至欧美各国的富豪、明星纷纷趋之若
鹜，如现役赛车车手，超过 2/3的人选择在摩
纳哥定居。

飙 车

摩纳哥杂技节、国际礼花节、特别是汽车

大赛享誉全球。在如此拥挤狭小的地方，人们

却偏偏爱上汽车拉力赛，每年举办，高手云

集。赛道狭窄、弯曲，完成赛程，要绕 78 圈，

最高时速达273公里，十分惊险、刺激，奖金也

十分诱人。

监 狱

摩纳哥唯一的监狱坐落在市中心，15 平方

米的牢房，配有电视、电冰、空调。此外，还

设有健身房、图书馆等。平时，约有十来名犯

人，多为金融诈骗犯。凡属本国犯人在此关

押，外籍者则转至法国监狱。犯人一日三餐有

专人打理，早餐黄油、面包、牛奶，中餐和晚

餐荤素搭配、营养可口，周末供冰淇淋和点

心，逢年过节供葡萄酒、香槟酒。犯人的个人

卫生是强制性的，每天必须淋浴。监狱的保安
措施严密，监视器遍布各处。探视室以厚玻璃
将内、外分开，以防互相输送违禁物品。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中国人常讲“朋友多了路好走”。
2019年，一个个讲述中国与各国民心相
通的故事，如同那一砖一瓦，继续垒砌
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认知中国：“给我的人生打开
一扇光明的大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语言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合作
的工具，是加深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2019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走进中文
学习的课堂。

11月，多哥洛美大学迎来新学年开
学季。21人踏入孔子学院课堂，开始了
第一批洛美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生涯。特
卡库·罗兰上学期还是物理系大一学
生，听说学校开设中文系后立即选择了
转系。“学成毕业后，除了能找到一份

不错的翻译工作，我也可以争取机会去
中国深造。进入中文系将给我的人生打
开一扇光明的大门。”

罗兰脑海中规划的美好梦想，已在
许多人的人生中实现。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一家大型羊绒制品专卖店里，年轻
的导购员包勒德用流利的中文与中国顾
客交流。“读中学时，我的父母看到当
时刚兴起‘中文热’，就给我选修了中
文。没想到，这一决定后来让我很轻松
地找到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中文成为年轻人就业的“加分项”，
正在越来越多国家成为一种经济现象。

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很多外国朋友
也通过音乐、戏曲、武术等进一步了解
中国文化。今年 9 月，“中国文化节”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给莫斯科市
民谢尔盖·扬瓦列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人用民族乐器演奏俄罗斯著名乐
曲、俄罗斯人则表演中国武术，这让人
倍感亲切和温暖，这些节目很容易拉近
两国人民的距离。”

感恩中国：“等铁路建好了，
我就带家人去中国看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外
合作成果出现在世界多地。中国技术、
中国项目的“出海”，还实现了“授人
以渔”，提高了不少外国朋友的收入，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老挝小伙罗毅因为中老铁路项目经
历了一场人生蜕变：从县城里打零工的
盖房小工成长为“一带一路”上专业技
能出众的“铁路工匠”。一开始，罗毅
在中铁五局中老铁路一标二分部钢结构

加工厂担任电焊工，接受能力强、又肯

吃苦的他在之后的日子里不断进步，今

年初被公司授予中老铁路项目“铁路工

匠”荣誉称号。罗毅现在月收入约 400

万基普 （约合 3300元人民币）。他对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很满意。

随着中国不断将自身发展机遇同

世界各国分享，外国朋友越发希望进一

步了解中国、拥抱中国。正如罗毅所

说：“等铁路建好了，我就带家人去中

国看看，以后孩子长大了希望他学好

中文。”

拥抱中国：在相似的年龄，
与中国结缘

关于友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说过，“挚友如异体同心”。那些真心

拥抱中国的外国朋友，正是中国人民珍
贵的挚友。

德国杜伊斯堡鲁尔河畔，有一座浸

润古韵楚风的中国园林——郢趣园。这
座园林由杜伊斯堡中国友城湖北武汉赠
建，于1988年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75
岁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退休教师屈特·
沃尔特 30 年前便被郢趣园“圈粉”。

“这些建筑物的房顶太美了，还有园中
的植物、池水、一种特殊的鱼，就像一
个画家在创作一幅美丽的画。”

多年来，沃尔特一直默默地组织志
愿者，义务清理和维护这座承载中国人
民友好情谊的园林。今年秋末冬初，沃
尔特召集一支十几人的志愿者团队，利
用周末拆除覆盖在外墙的枯藤，修缮剥
落的琉璃瓦……“这是中国送给德国人
民的礼物，我们希望它更漂亮，以此表
达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感谢。”

巴西农村社会学家莉安·安德拉德
和 36岁的女儿彼得拉·科斯塔正筹划拍
摄一部有关中国发展的纪录片。为此，9
月底她特地从巴西飞往中国。33 年前，
同样是 36岁的安德拉德和母亲薇拉·富
尔塔多第一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走
进田间地头，用镜头和日记记录了当时
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大胆改革——包产
到户。

随着中巴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中巴

民间交流也越发多元和深入。“和母亲

再次到中国”成为一直萦绕在安德拉德

心头的想法。遗憾的是，母亲于 2011

年去世，安德拉德深感伤心。女儿了解

到安德拉德的心思，提议到中国再拍一

部纪录片，帮助她完成心愿。

中国的发展巨变令外国朋友惊叹，

而不变的，是新老朋友们拥抱中国的共

同愿望。就像安德拉德一家，数十载、

几代人，在相似的年龄，与中国结缘。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移民管理局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开通华侨护照查询服务。此项服务
是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出入境证件便利
化应用落实落地的最新举措，为定居国
外的中国公民在境内凭护照办理事务提
供便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定居国外的中国
公民在境内办理事务可以凭护照证明其

身份。据了解，一些定居国外的中国公

民由于没有内地户口和居民身份证，回

国后办理相关事务存在不少不便。为解

决这一问题，国家移民管理局为华侨

持用护照提供如下便利服务：

有关办事服务机构可通过接入国

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

台的应用系统进行联网在线查询并获

取结果；华侨个人可通过国家移民管

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定居国外的中国

公民护照查询”模块进行查询，并自

动获取查询结果电子文件用于相关业

务办理。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有关规定，华侨个人经上述途径所获得

的查询结果电子文件已经国家移民管理

局电子签名，与同类纸质文件具有相同

效力，华侨可将电子文件向有关办事服

务机构出示或提供。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熊 丰）

中 外 民 心 相 通 故 事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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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提醒

莫因“小意外”让亲人“大揪心”

摩纳哥中学生学习写汉字。 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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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马保奉

国家移民管理局

“我女儿在费城留学，昨晚跟同学外出

聚餐，说好回学校后视频聊天，可到现在都

没消息，领事快帮我找找孩子！”

“我妈妈跟团去美国旅游，之前天天都发

朋友圈，昨天开始朋友圈不晒照片了，手机

也打不通了，她一点英语都不会，我好担心

她的安全！”

“我先生在波士顿工作，一直通过微信联
系，最近两天突然联系不上，我也没有他身
边其他人的电话，我该怎么办？”

类似的“寻人”求助是驻纽约总领馆日

常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随着

越来越多中国公民走出国门，国内家属因各

种原因联系不上海外亲友的“失联”案件也

频频发生。中国公民的安危就是我们的最大

关切，面对家属的担忧，总领馆感同身受，

第一时间为寻人提供协助，期盼当事人平

安，阖家团圆。

通过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失联”案件

是虚惊一场，导致“失联”的最主要原因是

没有网络信号、忘记充电、手机被盗等看似

平常的“小意外”。当事人往往也对自己“失

联”的事实感到很意外，有的当事人乘坐游

轮出海或赴山区旅游，因目的地无手机信

号，自我感觉旅行时间不长，“过两天回去再

说”，疏忽了与家人联络。有的当事人手机丢

失或没电，忽略了家人的牵挂，“平时也没有

天天联系，哪里会想到家人如此担心着急”。

虽然“意外”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当事人

行前没有同家人充分沟通，没有把自己的个

人行程和紧急联络方式告诉家人，导致国内

亲人一旦联系不上，心急如焚，承受不必要
的煎熬。

特别需要注意，美国许多山区、沙漠地

带或部分国家公园往往没有手机信号，城市

间的人烟稀少地区或乡村也常常信号欠佳，

加上不同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覆盖

情况存在差别，前往或路过偏远地区时
尤其需要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春节临近，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提醒出
国旅行的中国公民：外出在确保安全的同
时，莫因各种“小意外”，让亲人“大揪
心”。不要忘记与国内家人保持联系，做到以
下几点：

1.行 前告知家人自己的详细出国行程、

在当地的电话号码、同行人信息以及入住酒

店的联系方式等。

2. 提 前了解目的地的手机网络信号覆盖

情况，可登录相关电信运营商网站查询。

3. 前 往山区、国家公园等可能无手机信号

或信号不佳的目的地时，提前了解并存好当

地报警和紧急求助方式，同时告知国内亲人

相关信息。

4. 定 时给手机充电。在遭遇丢手机、忘

充电、无信号等情况时，如已与家人有约

定，应设法借用他人手机、利用所在地固定

电话、网络邮件等渠道向家人报平安。

美东地区中国公民如需领事协助，可拨

打 驻 纽 约 总 领 馆 领 事 保 护 与 协 助 电 话 ：

212-6953125。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电
话：+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