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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守正创新弘扬传统文化

用心用情讲好四川故事

——写在“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关注用户突破 37万之际

步履铿锵，星辰为证。2022 年 8 月 22 日，“方志四川”新媒

体矩阵关注用户数达 37.35 万，累计阅读量达 5.26 亿次（其中，

“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数突破 2 万，是 2017 年底关注

用户数的 20 倍）。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四川方志人乘势而上、

奋楫前行的坚持，是“方志四川”人笔耕不辍、以文会友的初心，

也是所有致力于传播方志声音、讲好四川故事的人们携手跨越山

海、共赴梦想的坚定身影和奋斗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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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砥砺追梦。近年来，“方志四川”新媒体一方面坚

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场，传播

方志声音，传递时代正能量。另一方面，以慢工出细活的严谨，

十年磨一剑的执着，对发布在“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的所有文章

精雕细琢，用心用情打造文化精品，讲好四川故事。互联网这个

最大变量，正在成为推动四川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

始终以文化自信引领“方志四川”新媒体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纵贯古今的中国地方志，本身既承载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容纳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建立

伊始，“方志四川”新媒体就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新时代的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在宽广的社会视野中讲述古往

今来发生在巴蜀大地上的动人故事。

调整定位把导向。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不仅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当下

和未来。省地方志办准确把握机遇，将“方志四川”新媒体从地方

志业务平台调整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巴蜀

文化传播平台。同时，与学习强国四川学习平台、《华西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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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封面新闻、《读者报》等媒体建立稿件合作使用关系，构

建立体宣传大格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资政辅治、教化育

人、助力发展的得力助手，也让地方志在与时代社会要求、人民

群众期盼的同频共振中，绽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社会影响力。

完善内容强风向。“存史、育人、资政”是地方志部门的基本

职能。承载中华文明，赓续中华文脉，发挥地方志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培元的重要作用，是地方志部门的根本追求，也是

“方志四川”新媒体的志向。“传统文化”“文史英华”“四川历史名

人”“节日节气”等栏目文章，汇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

容，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精神价值；“红色记忆”“巴蜀

英烈”等栏目文章，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成为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源泉；“改革发展”“奋斗者”等栏目

文章，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严格把关稳航向。省地方志办始终坚持全面强化网络阵地建

设和管理，让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始终注重做好网上

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方志四

川”新媒体在宣传发布中始终注意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

关，以对党和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

感，加强对文章的衡量选取、清样校对和逐级审核，力求用心用

情用力传播方志声音、讲好四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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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以联动共振构建“方志四川”新媒体发展格局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习近平总书记说：“只

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方

志四川”新媒体矩阵从诞生伊始，就树立起联合构建的思路和发

展格局，既是地方志部门顺势而为、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也是

互联网时代“方志四川”新媒体发展作出的正确抉择。

这是开放的思维。从“一本书主义”到“十业并举”，从“两微

一网”到“两微十一号一网一刊一台一店一馆”（方志四川微信公

众号、微博、人民号、新华号、澎湃号、搜狐号、头条号、企鹅

号、川观号、封面号、抖音号、百家号、网易号、四川省情网手

机版、《巴蜀史志》期刊电子版、喜马拉雅 FM电台、微店、个

人图书馆）新媒体矩阵的建立，四川省地方志办坚持以开放思维

紧抓信息化时代历史机遇，充分运用“互联网+”，将地方志与传

统媒体、新媒体充分结合，努力实现各平台间内容互补、风格相

辅，打造出富有四川特色和四川品味的传统文化、巴蜀文化立体

传播格局，地方志中包含的丰富内容也随着新媒体矩阵的建立，

在不同平台中叠加、互动，从而产生更广范围的联动和共振。

这是创新的脚步。“方志四川”新媒体建设，始终紧随时代步

伐，不断加强传播手段的创新。2018 年 9 月，在“喜马拉雅 FM”

正式开通“方志四川”官方电台，以四川特色志书为依托制作的

《舌尖上的四川》《四川方言的来龙去脉》《滚滚驾到 1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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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来听我卖个萌》《川剧的前世今生》等 10 余个专辑 800 余

篇音频节目，深受听众欢迎，多个专辑单篇播放量均上万次。

2019 年 6 月，改版上线“四川省情网”，截至 2022 年 8 月，浏览

量 2.71 亿人次，独立访客 2067 万名。2021 年，“方志四川”新媒

体 20 篇文章阅读量在 50 万以上。2022 年，“方志四川”人民号 2

篇文章阅读量超 1500 万；“方志四川”新华号 10 多篇文章阅读量

超 100万……“方志四川”新媒体已初步构建起视野广阔化、触角

前沿化、主题重大化、内容专业化的运行机制。

这是奋斗的成果。2019年，“方志四川”官方电台荣登国内知

名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2019政务音频巅峰榜”，音频节目《舌

尖上的四川》被评为全国政务专辑人气类前十名；2020 年，“方

志四川”澎湃号获“澎湃新闻·文旅传播榜”第三名、川观号获评

2020 年度优质政务类“川观号”；2021 年，“方志四川”澎湃号获

评 2021 年度“优秀澎湃政务号”、封面号获评 2021 年度“优质政

务封面号”。“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正在风云激荡的时代画卷

中，踔厉奋发，书写着四川地方志信息化发展的一页又一页崭新

篇章。

始终以用户思维搭建“方志四川”新媒体发展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

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

哪里”。“方志四川”新媒体自建立以来，便始终坚持凝聚群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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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汇聚群众声音，集聚群众智慧，在质朴平凡的日常点滴中实

现与作者、读者和社会大众的积极互动和情感共鸣，画好线上线

下“同心圆”，让那些念念不忘的承诺，清澈温暖的回响，共谱成

“方志四川”新媒体和谐灵动的发展乐章。

转换主体激发创作活力。新的传播形势下，过往信息传播模

式完全被打破，曾经单向获取信息的受众从“接受者”变为“传播

者和接受者”双重身份。“方志四川”新媒体及时调整思路，从“闭

门修志”转变为“开门兴志”模式。同时，尽可能地让更多读者参

与到创作过程中，成为“方志四川”内容供给的主体。近年来，省

地方志办一方面通过组织全省各级地方志系统积极挖掘当地历史

文化，广泛征集稿件充实新媒体平台内容；另一方面，充分尊重

创作者劳动成果，每年发布的优秀文章结集成《蜀韵纪事》系列

丛书，在国家级出版社公开出版，实现线上线下双向传播。2022

年 3月，省地方志办向 2021 年文章阅读量在 50 万以上的作者颁

发荣誉证书，进一步激发用户创作活力，形成良好的双向循环。

加强互动挖掘传播潜力。“方志四川”清醒认识到：加强与用

户长期有效的互动交流，是增强信任、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在

新媒体运营中，始终注重用户体验，增强内容的知识性、可读

性、有用性；始终注重把握共情心理，高度重视用户留言评论，

及时通过点赞、评论回应用户关切，让用户通过互动获得满足感

和归属感，从而提高用户阅读和转发“方志四川”频率，增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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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性，挖掘传播潜力。2022 年 3 月，省地方志办向近年来在“方

志四川”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居于前列的用户颁发荣誉证书，感谢

他们对“方志四川”的中肯点评、对发布文章史实数字的考订辨

析、对巴蜀文化的赞美和敬意。长期积极的良好互动，在“方志

四川”与用户之间建立起持久稳定的情感连接。

凝聚共识汇聚发展动力。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空间

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凝聚社会共识的主阵地。事实证明：

“方志四川”新媒体的发展，是省地方志办充分履职尽责、扩大方

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地方志事业

发展动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地方志办通过新媒体发布“忆

沧桑 ·记奋斗 ·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征

文”“百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

文”“疫情防控 四川在行动征文”“温暖的回响——脱贫攻坚四川

故事汇征文”等一系列征文作品，更好地向用户和社会传递正能

量，增强主流价值影响力。2022 年 5—6 月，在网络上开展全省

高校大学生地方志知识竞赛，14000 余名高校学生参加比赛，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巴蜀文化也在

莘莘学子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方志四川”新媒体将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致力于打造传

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巴蜀文化的重要阵地，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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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情感、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为增

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助

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作出地方志部门的积极贡献。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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