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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把方向 抓导向 管阵地
四川省地方志办坚决守牢意识形态领域阵地

四川省地方志办牢固树立地方志部门是意识形态工作重要部

门、地方志领域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重要战场的工作理念，坚守

地方志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落实好把方向、抓导向、管阵地任务，

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推动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地。

把准志鉴期刊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志领域的指导地位，

努力在“存史、育人、资政”实践中实现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有

机统一。建立全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与复核制度，细化

落实志鉴“三审”制度，对志鉴稿本、《巴蜀史志》期刊的政治观

点、记述内容、史实数据等进行全面审查，组织力量集中审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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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21个市（州）地方综合年鉴 2021卷编纂篇目，完成 21部市州

综合年鉴 2020卷篇目复核，确保志鉴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建强网络舆论阵地。加强网络宣传平台建设，壮大主流舆论。

切实发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和四川省情网等自有媒体作用，

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百年、红色记忆等专栏，推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庆祝建党百年等文章 1400 余篇，壮大主流舆论。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用户数 1.2万人，阅读量 285.2

万；“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用户数 9.25万人，阅读量 2.26亿；四

川省情网独立访客量 63 万，访问量 1.24 亿，在激扬社会主流舆

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营造建党百年氛围。立足史志优势，自觉担负宣传、引导重

任，展现、体现责任担当，引导社会公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编纂《四川方志中的红军长征记忆》，展现革命苦难辉煌。

出版大型史志画册《新时代脱贫攻坚在四川》，讴歌伟大时代。

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巴蜀英烈”主题征文活动，在“方志四川”微

信公众号、四川省情网发布巴蜀英烈光荣事迹文章 58篇。会同有

关部门开展“百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编纂出版《巴蜀史志》“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刊，宣传百年壮阔历程。

传承发扬革命文化。会同重庆市地方志办、内江师范学院在

内江举办“记录百年党史 感恩伟大时代”论坛，征集四川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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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党史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 7个方面研究文章，为新时代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理论滋养。组织全办党员干部撰写“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文章 45篇，赓续红色血脉。组织开展党史宣讲活

动，办党组书记为全办党员干部作《弘扬红船精神 践行使命担当》

党史宣讲，组织 5名党员在全办讲述《从川南特委三任书记的贡

献看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等微党课。举办庆祝建党百年重温入

党誓词暨“颂歌献给党”主题文艺汇演，歌颂党的伟大成就。

深化德治教化作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治教化功用。

与重庆市地方志办、内江师范学院联合建立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

心，开展巴蜀文化阐释、地域文化开发等工作。传承古蜀文明，

会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德阳市地方志办等开展

“聚焦三星堆”征文，编辑《巴蜀史志》“聚焦三星堆”专刊。深化

方志“六进”，推进省市县三级图书馆开设方志阅览室、专柜、专

架，向 204家图书馆赠送书籍 15694册。推进方志书籍走进省直

部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离退休干部活动室，联合省直有关部

门开展“弘扬天府文化·共建书香校园”活动。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资阳市召开县（区）史志业务工作会

7月 20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 2021年上半年县（区）

党史地方志业务工作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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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编纂乡镇（街道）、村志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

内容，是下半年地方志工作重点，各县（区）要高度重视，认真

做好前期摸排调研和总体规划，确保编纂工作顺利推进。

会议要求，各县（区）要稳步实施好党史地方志“十四五”规

划，扎实开展特色志鉴编纂、地情资料库建设、地方志信息化建

设、地方志理论研究、地方志文化宣传、第三轮修志准备等工作，

服务资阳经济社会发展。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罗丙照调研地方志工作

7月 21日，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罗丙照到县地方志办调研

指导工作。罗丙照充分肯定县地方志办工作及《新龙县乡镇、村

志编纂工作方案》。罗丙照要求，地方志干部在乡镇、村志编纂

过程中要有主角意识、加强督促指导，要有应变能力、做好沟通

协调，保质保量完成编纂任务。罗丙照要求，地方志干部要在以

志记史、以志资政、以志育人上找准定位，为增强县域文化软实

力和经济发展动力贡献力量。 （新龙县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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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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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7月 23日印发

（共印 2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