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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留存乡愁记忆 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省五级联动有序推进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

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全党全民族

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地方志是中华民族

特有的文化基因，是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是一地一域的“精神

名片”。编纂乡镇（街道）、村志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

和补充，是记录、宣传四川改革发展奋进历程，坚定文化自信、

留存乡愁记忆、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2021 年 5 月底，省

地方志办印发《四川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的

通知》，正式启动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自编纂工作启

动以来，四川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多措并举，有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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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编纂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一、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安排部署落地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

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

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和决心。”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

展起来的。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故土难离，正是人们对乡村浓

厚感情的真实写照。编纂乡镇（街道）志、村志意义重大，既能

系统梳理总结乡镇（街道）、村庄发展改革历程，服务乡村振

兴，又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展现地域文化特色，激发人民群众

热爱家乡、建设家园的热情。各地高度重视编纂工作，精心安排

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确保编纂工作有规划、有任务、有规范。

高度重视发出动员令。各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

多次批示相关文件、出席相关会议，确保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任务到岗，责任到人。纳入“十四五”规划，明确目标责任。

成都市、阿坝州将此项工作纳入本地“十四五”地方志规划编制重

点内容；达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达州市贯彻落实〈四川省“十

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将抓好乡镇（街

道）、村志编纂工作作为“十四五”期间达州地方志事业重点任务

的第一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用重点项目促进目标责任。绵阳市

涪城区将全区重点编纂的 5 个镇、2 个涉农街道和 52 个村、12

个社区志全部纳入涪城区“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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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广元市将编纂工作纳入全市“红色文化精品工程”实施范围；

自贡市富顺县将编纂工作列入打造“千年古县、才子之乡、豆花

之城”三张富顺特色名片工作任务。以领导讲话指示和专项会议

推动目标落实。雅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黎明对乡镇（街

道）、村志编纂工作作出批示，各县（区）成立以县（区）委或

县（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领

导小组；广安市、德阳市分管市领导出席全市镇村志编纂工作推

进会并讲话；乐山市市中区、井研县、沐川县，绵阳市北川羌族

自治县由政府分管领导亲自挂帅，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工

作要求，压实工作责任；泸州市叙永县先后召开专项推进会 3

次。

精心组织排出任务书。按《通知》要求在保持根本原则不

变、规定动作不少的前提下，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制订印发规划

方案并报上一级地方志部门批准备案，为乡镇（街道）、村志编

纂擘画蓝图。其中，巴中市的市、县两级，绵阳市、内江市、广

安市、资阳市，广元市及雅安市各县（区），自贡市沿滩区、荣

县，阿坝州金川县、黑水县、马尔康市等 11 个县（市）均以人

民政府办公室名义，乐山市金口河区、峨眉山市、井研县等 6个

县（市）以人民政府办公室或组织部名义印发《通知》或《编纂

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突出编纂工作的重要

性。

及时跟进出台规范文件。省地方志办出台《四川省乡镇（街



—4—

道）、村志参考凡例》《四川省乡镇（街道）、村志行文通则》

等规范性文件，指导全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成都市

印发《地方志业务工作资料汇编》；自贡市印发《自贡市乡镇

（街道）、村（社区）志编纂规范》；宜宾市印发《宜宾市特色

乡镇志编纂指导意见》《宜宾市乡镇（街道）志篇目送审制

度》；广安市印发《广安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文

件资料汇编》；雅安市印发《雅安市乡镇（街道）、村志出版印

刷规范》，提出编纂工作的规范性要求，确保志书编纂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从根本上保障观点正确、体例科学。

二、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编纂困难

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体量大、战线长、专业度高、资

料收集困难，对很多县（市、区）来说都是首次尝试，挑战巨

大。为切实解决编纂工作中的这些“拦路虎”，全省地方志系统及

各编纂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资料收集、

经费保障、队伍组建等难题。

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一手资料。志书编纂时间跨度大，资料

收集难度大，特别是乡镇和村级历史文献资料欠缺，需花费更多

时间、精力在资料收集环节。各地坚持开门修志，整合部门资

源，开展田野调查，进村组、走田野、入农户，全方位、系统地

搜集相关资料，切实解决资料收集难的问题。绵阳市各编纂单位

注重下沉到相关乡（镇、街道）、村，实地收集史料线索，通过

走访离退休老同志、乡贤达人等获取口述、个人回忆资料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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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挖掘整理了大量几近消失的风俗礼仪、民歌传说、生产技

艺，进一步丰富志书资料；乐山市在搜集资料时，充分利用民政

系统、文旅系统开展的地名普查和文旅资源普查资料，组织部

门、文化部门编纂的各地组织史、民间文学集成资料，结合本地

乡土人情、地理风貌、地方特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行梳理，

真实准确反映一方之全史。

强化协同保障，破解经费难题。各地在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

“一纳入八到位”要求的基础上，统筹各方资源，创新资金保障渠

道，有效解决编纂出版经费难题。自贡市荣县争取财政定额补助

作为经费保障；泸州市泸县、合江县，宜宾各县（区）分批定点

向乡镇划拨专项工作经费，宜宾市翠屏区财政对编纂费用实报实

销、充分保障；德阳市旌阳区、罗江区、广汉市、中江县为每个

列入规划的镇村争取资金，什邡市将修志工作纳入乡镇、街道年

度工作预算；乐山市沐川县、市中区，雅安市雨城区、天全县、

石棉县将乡镇志编纂出版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广安市各县

（市、区）均出台专门文件，将修志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安

排，明确补贴标准；巴中市恩阳区九镇发动 30 名在外人士捐资

助力。

创新编纂模式，充实修志队伍。志书编纂专业性强，地方志

专业人才欠缺，乡镇（街道）未有专门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员，

参与过志书编纂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各地因地制宜，借势借

力，采取系列措施，化被动为主动，充实修志队伍，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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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切实解决修志人员短缺问题。攀枝花市动员当地专家学者、

老干部、老党员及知情人、当事者参与乡镇志和村志编纂；绵阳

市游仙区由西南科技大学 7 个专家团队负责编纂 2 本镇志、5 本

村志，北川县选聘 19 位专家、教授和学者，组成 4 个编纂小

组，负责编纂工作；广元市建立市、县级史志人才专家库，组织

动员当地专家学者、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乡贤及知情

者、当事人参与编纂；乐山市市中区、井研县、马边彝族自治县

组织一批文字功底深厚、熟悉历史、了解乡情的写作班子进行专

门培训，峨眉山市吸收社会团体峨眉学研究会人才为志书编纂把

好质量关；宜宾市高县、泸州市合江县等县（区）吸引地方知名

乡贤、文史爱好者参与编纂；雅安市名山区聘请有志书写作功

底、了解乡镇情况的老同志作为主笔负责编纂，天全县组织动员

县内专家学者、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成立编纂队伍负责编

纂。

三、加强质量建设，力争打造精品佳志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志书要注意质量，

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全省各地结合时代特色、地域特色

和历史文化特色，抓培训、抓审核、抓进度，同向发力，力争形

成一批精品佳志。

抓培训提升操作性。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前往广安市、

甘孜州、德阳市、资阳市和德阳市旌阳区、南部县等市（州）、

县（市、区）开展专题培训；自贡市采取“理论+实例”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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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实务操作进行培训；内江市建立以“业务骨干+史志研究员”

为主的编纂工作指导组，提供业务支持与专业咨询；乐山市沙湾

区、五通桥区、井研县，广安市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实行分

片包干制度，明确责任人及联系乡镇；宜宾市每年至少开展 2次

编纂工作推进会和业务培训会；巴中市采取骨干挂联包片县区的

方式，组织专家编写相关培训资料、录制视频培训课件发放到县

区及乡镇；攀枝花市、遂宁市，德阳市旌阳区、罗江区，乐山市

市中区、犍为县、沐川县、峨边彝族自治县，绵阳市、广安市、

雅安市及所属各县（区），阿坝州汶川县、壤塘县，达州市大竹

县，资阳市、眉山市、甘孜州等相继组织开展编纂工作培训会。

通过开展多形式的编纂业务培训，梳理编纂思路，分享编纂方

法，解决问题困难，实际指导编纂业务工作，切实提升编纂人员

的业务能力。

抓审核提升科学性。严格落实“三审”制度，乡镇（街道）志

书初稿完成后，由各乡镇（街道）志编委会负责初审、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复审，各县（市、区）地方志工作部门负责终

审。村志初稿完成后，由村志编委会、村“两委”、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分别负责初审、复审和终审，县（市、区）地方志工

作部门全程指导。广安市在坚持志稿“三审”制的同时，将“三审”

制度提前应用到篇目审查上，对不合格的镇村志篇目，指导完善

篇目设置，重新修改后报送，确保篇目内容全面，特色明显；巴

中市对未出版的志稿严格执行“三审”制度，对已出版的志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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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抽查并通报；达州市大竹县在终审时邀请民宗局、司法局、

档案局等相关单位进行联合审查，确保入志资料真实准确，提升

编纂质量。

抓督促提升实效性。为切实保证编纂工作任务不松、进度不

慢、质量不减，各地充分运用督促检查这根指挥棒，及时跟进工

作进度，协调解决问题困难。绵阳市建立并运行由联系乡镇的县

级领导牵头负责的季度督导反馈机制；巴中市、达州市达川区建

立巡回检查督促机制，全覆盖开展检查督促；凉山州实行季度考

核通报督促和年终目标绩效考评考核相结合的机制，动态掌握编

纂进展，确保工作取得突破；乐山市市、县两级，宜宾市、广元

市、德阳市、资阳市，泸州市泸县，内江市市中区、隆昌市，雅

安市雨城区、荥经县、石棉县将编纂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截至 2022年 6月底，全省规划编纂乡镇（街道）志 2600余

部，村志 1300余部，已完成出版 361部，审查验收、移交出版

244部，其余规划编纂志书按照分步实施的原则，正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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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22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