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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12期（总第 263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0年 3月 30日

【特别关注】

“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

2019年度发布文章传播力分析报告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一方之

全史，中华之国粹，文明之根脉。为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

政、育人”功能，2018年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坚持服务

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理念，以“书写四

川记忆，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四川声音”为己任，积极推进地方志

事业转型发展。在网络媒体上，将“四川省地方志网”改版为“四

川省情网”，从方志业务网转到省情信息网，并提出打造成全国

一流的省情信息类网站的目标；“四川省情网”上线运行半年时

间，到 2019年底访问量达到 1893万次。实施官方微信“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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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媒体矩阵定位调整，从地方志业务工作平台，转变为传统文

化传播平台，全方位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巴蜀文化，高扬主

旋律，凝聚正能量，增强人民群众的中华文化自信、服务文化强

省建设、助力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经 2年来的探索实践，“方

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的传播力、影响力得到较大提

升：微信公众号 2017年底关注人数 987人、当年阅读量 30.9万，

2019年底分别增加到 6823人、132.2万，分别增加 5836人、101.3

万，增长数分别是 2017年的 5.9倍、3.3倍；头条号 2017年底关

注人数 2800人、当年阅读量 169.1万，2019年底分别增加到 22052

人、606.7万，分别增加 19252人、437.6万，增长数分别是 2017

年的 6.9倍、2.6倍。

2019年，“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全年发布文章 2920篇。为扩

大传播影响，这些文章均在当天同步到“四川省情网”及“方志四

川”人民号、澎湃号、头条号、搜狐号、企鹅号，部分制成音频节

目在“方志四川”官方电台发布。本文仅以“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

澎湃号、搜狐号、头条号阅读量排名前十的文章为参考进行分析。

一、“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阅读量前十位文章情况及分析

“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文章可分为六大类：一是历史类，包

含历史人物（当代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故事；二是时事

热点类，包含热点人物、热点事件等；三是乡土风情类，包含地

方文化、民俗风情、方言文化等；四是文学类，包含各类记忆文

学（非历史人物、重要人物）、散文、诗词歌赋等各类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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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编读互动类，包含各类赠书、人物访谈、征文、公示等；六

是工作信息类，包含地方志工作、会议、领导讲话、出版资讯等。

下表为“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阅读量前十位文章（本文所有统计

数据均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序

号
标 题 阅读 在看

1 【方志四川•编读往来】福利帖来啦！留言点赞可获《大熊猫图志》！ 7793 282

2 【方志四川•乡村振兴】国内首个乡村艺穗节在宣汉县白马镇举办 4921 46

3
【方志四川•人物】李子柒的视频为什么火遍全球？我们能从她的

身上得到什么启示？
3910 42

4 【方志四川•蜀中人物】马布都：凉山民族教育界的灵魂 3048 17

5
【方志四川•特稿】在缅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 115周年
2030 19

6 【方志四川•特辑】永远的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二十二周年 1900 26

7
【方志四川•高考特辑】高考四十年，哪一张照片是属于你的记忆，

太珍贵！
1826 18

8 【方志四川•特稿】故乡情：李鹏四回故乡四川高县 1775 19

9
【方志四川•影像】央视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井研》开播

预告
1520 16

10
【方志四川•获奖公示】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公示
1436 22

由上表可见，排名前十的文章分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和读者互动较高，且有一定福利赠品类的文章。如《【方志

四川•编读往来】福利帖来啦！留言点赞可获《大熊猫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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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获奖公示】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公示》，这

类文章由于和读者利益密切联系，读者关注度较高，互动性比较

紧密，阅读与转发都比较积极。

2.历史类文章。如《【方志四川·特稿】在缅怀中汲取前行的

力量——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5周年》《【方志四川•特辑】永

远的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二十二周年》《【方志四川·高

考特辑】高考四十年，哪一张照片是属于你的记忆，太珍贵！》

《【方志四川•特稿】故乡情：李鹏四回故乡四川高县》等 4篇文

章均属于此类，如前述所分析，历史类文章尤其是自身曾经经历

过的历史时期，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同理心与共情心，读者更容易

产生带入感，因此其阅读和转发积极性会较其他类型文章更高。

3.热点类文章。如《【方志四川•人物】李子柒的视频为什么

火遍全球？我们能从她的身上得到什么启示？》《【方志四川•蜀

中人物】马布都：凉山民族教育界的灵魂》这 2篇文章即属于此

类文章。该类文章紧跟热点，更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由于

社会热点引导，读者心理会默认愿意多方面了解该类热点事件或

热点人物，相关文章点击度均会大幅度高于其他非热点事件或人

物，若文章内容更广，深度更深，超过了同期其他平台相同类型

的文章，则读者的转发意愿就会更高。

4.乡土风情的文章。如《【方志四川•乡村振兴】国内首个乡

村艺穗节在宣汉县白马镇举办》《【方志四川•影像】央视大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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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井研》开播预告》均属于此类，该类文章更

多的是一种故乡情怀，激发读者对故乡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如

有与众不同的一些活动，更能引发读者的阅读意愿。

如截取前 50名文章，则各类型排名如下图：

二、微信文章转至其他新媒体（澎湃号、搜狐号、头条号）

阅读量排名前十的文章情况及分析

“方志四川”澎湃号

序号 标 题 阅读

1 【工作动态】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四川 7项工作获肯定 326463

2 【要闻】四川要闻第 67期（2019.12.23—12.29） 62106

3 【节日】张沛淇 ‖ 话说元旦 5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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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动态】2019年度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围绕中心大局推进转型发展

多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31085

5 【历史文化】刘文传 ‖ 绵阳市西山公园内的“蜀八仙”文化符号 26780

6 【散文】唐雪元 ‖ 新岁，家国情深深几许 26716

7 【艺术】琴声眷顾满西城 青羊区里道传承 24477

8 【红色记忆】刘统 ‖ 真实的长征：最原始记录 23161

9 【新年献词】冀祥德 ‖ 什么是方志人的时代担当？ 20108

10 【历史文化】沈仕林 ‖ 名山文昌宫的历史 3135

“方志四川”搜狐号

序号 标 题 阅读

1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京城民众废寝忘食观看国庆大阅兵演练 5126

2 【历史文化】陶武先 ‖ 博学奇才 实诚贤士——杨升庵人生瞻念（三） 4609

3 【“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征文】王莹 ‖ 四川，我为你歌唱 4598

4 1994年 12月李鹏视察宜宾指出：要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 4590

5 【方志四川•历史文化】孙成君 ‖ 蜀中名胜云顶山 4433

6 四川省地方志办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专题会 4154

7 【历史文化 】刘斌 ‖ 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3257

8 【记忆】灌宇 ‖ 石达开血洗长宁城 3058

9 王怀林 ‖ 《寻找东女国》十 从丹巴到泸沽湖（下） 3027

10 《舌尖上的四川》第 46集：赖高淮：“酒少爷”告诉你，富二代真不是贬

义词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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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头条号

序号 标 题 阅读

1 罗元生 ‖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鲜为人知的细节 444755

2 王晓建 ‖ 李井泉家的传奇故事 239937

3 回忆毛主席在成都 194527

4 宜宾“白毛女”的新生 178130

5 陈金荣 ‖ 西路军余部的悲壮历程 160007

6 从“包产到组”到摘掉“人民公社”牌子 全国农村改革从这里拉开序幕 147624

7 我的爷爷奶奶 134997

8 李先念同索尔兹伯里谈红四方面军长征 126019

9 四川南充：大特务杨进兴南充落网记 103541

10 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91115

由以上三个列表可以看出，历史类文章共计 19 篇，占比

63.4%；工作动态类文章共计 4篇，占比 13.3%；文学类 4篇，占

比 13.3%；乡土风情类共计 2篇，占比 6.6%；时事热点类文章共

计 1篇，占比 3.4%。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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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阅读量前十位文章情况及分析

序号 题 目 作 者 阅读量

1
【四川·成都】成都解放：历史的谜

团与最终的胜利
成都市地方志办供稿 51.7万

2 【四川·眉山】智擒土匪司令
任迈李昌富 郝海亭（眉山市

地方志编纂中心供稿）
48.7万

3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鲜为人知的细节 罗元生 44.5万

4 四川南充：大特务杨进兴南充落网记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43.1万

5 【四川·雅安】苍坪山下的红色电波
王侃（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

心供稿）
37.5万

6 李井泉家的传奇故事 王晓建 24万

7 【四川·宜宾】伪县长的武装起义
高县县委党史研究室（高县

地方志办公室）
21.9万

8 回忆毛主席在成都 周 颐 19.5万

9 宜宾“白毛女”的新生 “宜宾史志”微信公众号 17.8万

10 西路军余部的悲壮历程 陈金荣 16万

此表数据，从“方志四川”音频电台和头条号取得。由此表

可见，阅读量前十的全是历史故事，该类文章内容有可读性，故

事性较强，有一定趣味性，更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尤其是地区性

历史故事，极易引发读者共鸣。

排名前十的文章中，有 4 篇来自“方志四川”音频电台“70

周年城市传奇”栏目，该栏目文章主要是有关四川城市解放的故

事，以展现城市解放、建设及改革的历史轨迹，让更多人聆听城

市发展变迁的传奇。比如，城市解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故事，普

https://www.ximalaya.com/lishi/25529119/21455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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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难忘的记忆，与城市解放有关的地标、建筑、历史遗迹等背

后的故事等。此类文章具有一定历史价值，故事性强，也有一定

趣味性，读者在阅读中能进一步了解本地历史，辅助有喜马拉雅

的音频，便于不方便阅读的时候可用“听”的形式获取文章内容，

读者体验较好。其余 6篇为“方志四川”头条号发布，借助于“头

条号”广泛的流量基础和个性化的用户推荐，其阅读量较普通平

台普遍高出 2-3 倍。

四、小结

综上，由于各平台面对的受众不一，其受喜爱的内容也各不

相同。纵观各平台阅读情况，历史文化类的文章受众面相对较广，

占比最高；其次则是乡土风情类文章。以上两类文章的共同点都

是有较丰富的可读性以及较强的知识性。丰富有趣的故事内容、

轻快愉悦的行文风格，都可以提高读者阅读体验，也能让读者更

加愿意去接受这类文章。而一些我们认为较为枯燥的动态类信息，

在不同受众面前，也因为其特殊的知识性而得到了肯定。

无论是历史文化类，抑或是乡土风情类，娓娓道来的都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高扬的都是爱国主义旋律。这类文章受欢

迎，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意志品质深植于国人血脉，才会引发共鸣。作为传承中华文

明、发掘历史智慧的地方志部门，在弘扬正能量方面发挥更好的

引导作用，扩大优秀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吸引更多的读

者受众上责无旁贷，但如何充分发挥地方志书的巨大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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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仅注重编纂到既抓好编纂，又抓好资政服务和教化育人，扩大

传播影响，让沉淀在厚重志书里的文化内涵更多更好地呈现在各

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受众面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奋进力量，增

强中华文化自信，则是需要全省地方志部门认真思考并切实转变

观念、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

（省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送：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委、市（州）人民政府。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 3月 30日印发

（共印 2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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