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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我省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

——历时 15载 参与人员逾 7000人 总规模超 3.5亿字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2005年，我省正

式启动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工作，规划编纂志书 201部、综合年

鉴 205部。截至 12月 29日，所有规划的地方志书及综合年鉴 2020

卷全部进入出版程序，标志历时 15载逾 7000人参与总规模超 3.5

亿字的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编纂，省市县三级综合年

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全覆盖，我省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

重大文化工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二轮志书编修工作，2005年以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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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6次发文从组织领导、顶层设计、保障措施等方面严密部署，

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省政府领导 9次就第二轮修志工作作

出批示。“全面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任务”“认真开展志书编

修 ”分别纳入《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这些

制度规范要求，为全省地方志系统统一认识，全面推进二轮志书

编修提供了遵循。2020年 5月，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完

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省政府 2020年

重点工作予以推进。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为二轮志书编

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保障。

省地方志办坚持“开门编鉴、众手成志”，广泛争取、组织动

员各级各部门（单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书编纂。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全省三级志书及综合年鉴资料收集、编纂、

审稿的人员超过 7000人。其中，在编纂《四川省志（1986—2005）》

过程中，112 个省直部门（含中央驻川单位）、特色志承编单位

直接参与资料收集或志稿撰写、审稿的人员超过 5000人，仅《四

川省志·地质矿产志（1986—2005）》就有省地矿局下属 28 家单

位 800余人参与资料收集。

第二轮修志任务的顺利完成，是我省第二轮地方志编修的终

点，也是第三轮地方志续修的起点。省地方志办将按党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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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忠实履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

为民修志”职责使命，围绕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人民群众，持续推进地方志编修，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国家战略及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四川贡献力量。 （省地方志办）

《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二）》出版发行

12月 30日，省地方志办编纂的《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二）》

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办和各市（州）、县（市、区）地方

志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办公室的规划安排，积极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作用，

编纂出版了大量丰富的志书、年鉴、地情书。这些书籍对于弘扬

优秀巴蜀文化、树立方志文化自信、彰显方志价值起到了重要作

用。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些方志成果，更为便捷地查找利用相

关资源，四川省地方志办组织编纂了《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二）》。

该书收录的图书共 4757 册，期刊 29 种，收录范围为

2001—2017年四川省各级地方志机构编纂的地方史志图书，包括

志书、年鉴、地情书、方志期刊、新整理的旧志，其他人士编纂

的公开出版的四川地方史志图书也尽量收录。列书名、编纂者、

总编、出版者、出版时间、开本、页数、书号、内容提要等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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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个别地区年鉴和史志资料仅收录了书名、编纂者、编纂时

间。为方便读者查询，本书所收录图书按四川省行政区划顺序排

列，《四川省志》各分卷按出版先后顺序排列，厂矿企业志、院

校志等按属地原则排列，史志期刊以附录形式列于正文后。

该书紧承《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一）》，对四川省 2001年以

来的方志出版物按图书目录规范进行著录，是综合了解四川近 20

年方志发展成就的工具书，有利于社会各界及广大群众对四川方

志成果的学习和利用，具有较高使用价值。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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