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纵横码推广者的心声 

武汉纵横推介中心主任    刘志 

 

时光如梭，转眼四年过去了，武汉纵横码推介培训工作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关心

和社会各界人的帮助下开展起来的，在武汉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努力工作下，纵横汉字输入

法已施惠于民，且推动了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尤其是在武汉的“两型社会”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施教者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学习使用者更是如此，大家认为都是在

为民族的振兴而光荣工作。 

一、用爱国情怀感悟推介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意义，唤醒民族振兴的激情 

一个民族的振兴离不开文化，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字，文字的使用传承着人类的文明。

纵观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文明，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没有文字的使用与传承，敢问今天我们

能向世界展示些什么？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使用的文字，将会如何没落与消亡。当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踏上中华大地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中国青少年学习、使用日本文字，继而传

播日本文化。由此可见，军事、土地占领不敌文字、文化的侵略，它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彻底消亡。当文字的书写权被别人主宰时，谁还敢相信历史呢？在民族存亡的那个年代，

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厦门创办了集美大学，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文明的传承培养大批人

才，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巨大的贡献。今天，同样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实业家，

在这个电脑、信息引领生活发展的时代里，他使“中文电脑化、电脑中文化”，引导我们冲

破和结束了汉字只有借助外国人的字母才能在电脑上使用的历史，使华夏文明的传承有了自

己的书写工具，让国人又一次找回自尊与自信，让炎黄子孙又一次感到骄傲，更让民族的振

兴充满了希望，他就是纵横码的发明人，我们敬爱的周忠继先生。四年来他的言行无时不在

鞭策我要用心去做好纵横码的推介工作，因为那位慈祥、和善、受人敬重的老人没有因为年

龄和精力而放慢前进的步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追随他呢！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感激

这位慈祥的老人，是他的不倦辛劳在为民族的振兴呐喊与奔走，是他用一颗爱国之心唤醒华



 

 

夏儿女为民族的振兴贡献激情。 

四年前，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时的情景无时不在眼帘重现，那份希望、那份嘱托让我今生

难忘。这就是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和寄托，也是我为纵横汉字输入法推广前行的动力。二○

○五年以前，纵横码在武汉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更没有会想到用小键盘的十个数字去打汉字、

写文章。四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武汉三镇都成了学习使用纵横码的海洋。小至七岁孩童、

上至八旬老者，都成为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学习者、使用者、推广者：近在繁华都市、远至偏

远农村，无处不弥漫着纵横汉字输入法学习、使用与推广的气息。他让市民能利用信息手段

过高品质的健康生活，他能让农民利用信息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这就是一种力、一种民族

自强不息的动力；这就是一种情，一种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情；这更是一种无私的丰献，一

种为民族振兴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所以才有了今天国人的自强、自信与自尊。因此我们要

用爱国的情怀去感悟推介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意义，让更多的人学习、使用这项属于中国人的

汉字输入方法。 

二、用感恩的心去从事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培训工作，让纵横码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在武汉市的部分中小学校，纵横码己作为校本课程或第二课堂学习；在百年商业重镇—

—武汉市江汉区，将纵横码列为中职学校中专生教学课程；在全国的高校密集区——武汉市

洪山区已将纵横码推为大学生就业的必备的敲门砖，武汉市农科教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

室，将纵横码作为武汉“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工程》、

农民创业培训的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程等重大农业科教项目中必修课程，作为国家级

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区的东西湖区在经过三年试点的基础上，已于 09 年在全区所有行业推

行纵横码汉字输入法。截止 09年 12月底，据不完整统计已对 1.2万农村示范户或致富带头

人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进行培训，有 2.15 万名“绿色证书”证书的农民获得纵横汉

字输入法的培训服务农。相关区的工会、妇联、科协、老龄委等群团组织，交通、农业、建

筑、教育等政府部门都相继将纵横汉字输入法列为本系统工作专用的电脑汉字输入方法；武

汉的十三个城区已全面启动了纵横码的推介与普及教育活动。祖孙同学、夫妻同听的场面处



 

 

处都是；在全国著名万人住宅小区——常青花园，3400 余位老年朋友争相参加纵横码的培

训学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9年 12月，全武汉地区有 4.3万人参加培训学习,他们中

间有居民、村民、中小学生、老年人、干部等，其合格率达 98.6%，优秀率达 41.3%.为了做

好纵横码的应用工作,在东西湖柏泉办事处北湖大队、辛安渡办事处试验站大队、新沟镇街

新沟大队、荷包湖二大队等 43 个村与东西湖信息办合作，耗资 80 万余元建立 43 个“纵横

天下”电脑俱乐部。不仅如此，还依托“湖北农村远程教育网”在全省 97 个县级农业远程

教育平台建立了纵横码网络教育培训课堂，其受益人数达 30余万。2010年，根据湖北省现

代远程教育发展规划，纵横码将作为农村信息建设工作在全省铺开，让更多人受益。立足武

汉，带动全省，全面普及与应用纵横码，让广大公众受益是武汉纵横码人的不懈追求，同时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我们将以一颗感恩的心，重

点在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1+8”城市圈，建立一批培训基地，把随州、广水、红

安、临利、洪湖、孝感、仙桃、鄂州、大治等县市作为推广重点，通过培养一批能吃苦、肯

贡献、热情高的教师队伍，真正的把纵横汉字输入法推进百姓家，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

一把宝剑劈开数字化新农村这块天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

务。 

三、用博爱的精神去打造一支纵横码推介与培训志愿者队伍，去诠释我们的人生价值 

一个事业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团结、贡献的团队作为基础，纵横汉字输入法也如此。无论

是师资，还是志愿者的队伍都必须呈逐年增加趋势才有生命力，07 年至今，我们已培养专

业教师 242人（可独立承担教学任务）志愿者 730余人，为了同一个目标，积极推动横汉字

输入法的普及与应用，让更多的人受惠、受益。围绕这一目标，我们的这个群体，这个团队

不求回报，不求索取，只有贡献，用一颗博爱的心、博爱的情、博爱的精神为需要服务的人

群服务，如东西湖区妇联主席李春梅女士就是这样的，她如同纵横码的“司号手”，走到哪

里，“吹”到哪里；如武汉市人民政府农科教办公室主任杨晓红，她将纵横码送到农村、农

民手中；如湖北农广校校长杨盛灿，他利用农民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将纵横码遍布湖北的每寸



 

 

土地，把一种技术转化成一种现实生产力去帮助哪些弱势群体，去体现纵横码的作用，去诠

释每个纵横码志愿者的价值。 

四、用感激去唤醒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自强，中华民族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一○年的《政府报告》温家宝总理曾讲过“要让我们的人民活得有尊严”，怎么活

得才算有尊言，我想可以用三个词解释——自尊、自信与自强。因为没有自己的输入法，要

用别人的输入法在键盘上捉虫，当外国人逍遥地玩电脑游戏时，我们连电脑摸都不敢摸，请

问：我们有尊言吗？没有，这不仅没有尊言，而且使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会感到自

悲。信息的时代是电脑的时代，没有自已的输入法，天天眼吧吧的求着、叫着依赖别人输入

法就是丧失尊言。让更多的人了解纵横码，使用纵横码，在有意无意中激发学习欲望，是让

纵横码输入法全面普及的抓手。四年来，我们共印制了 120000 余册纵横码宣传笔记本赠送

公众；制作了 90000 个茶杯和 90000 份海报赠送给纵横码的初学者；印制了 1500 余套个性

化邮票来扩大公众知晓率，并做到“学习一批，传播一片，”通过对农民、下岗失业人员、

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培训，树立他们自信，找回自尊。东西湖区径河街农民奥运火炬

手赵礼强，已通过纵横码的学习和使用，他运用纵横码实现农产品的网上交易，把自已合作

社的蔬菜卖到了北美，在他的带领下 200余户农民学习使用纵横码实现致富。他不仅是纵横

码的受益者，更是纵横码的传播者，他传播纵横码如同传递奥运火炬一样，将纵横码在他的

很多农民朋友中传播，让新技术、新想法、新的生活方式在传说的农村生活中得到普及，其

生活经营的理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改变。民富才国强，国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有地

位，一个历史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就是一个个陈嘉庚，一个个周忠继为国人的付出、

为民族的贡献，让我们用感激去唤回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自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