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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9日

【市州动态】

攀枝花、泸州等地积极推进

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走深走实

11 月 18 日，攀枝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精品年鉴品读

季”活动总结会。会议要求，要常态化开展精品年鉴品读活动，

定期组织老专家老主编授课，抓好年鉴编纂“传帮带”。要继续

深入学习并借鉴精品年鉴编纂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灵活运

用，通过设置各类彩页专题，突出地方特色。要积极谋划好

2023 年卷年鉴编纂工作，努力把品读成果转化成推进工作的成

效，切实提高年鉴编纂质量。

泸州市地方志系统认真开展“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一是组

织市县两级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和史志工作者开展全覆盖精读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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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评活动，主要对精品年鉴的框架层次、记述内容、资料信息、

图片使用、条目编写等进行系统学习，并立足实践对 2022 年卷

年鉴编纂工作开展分析讨论，对 2023 年卷年鉴编纂进行谋划思

考。二是通过学习、讨论，形成精品年鉴分析和讨论、年鉴质量

提升和思考、年鉴成果开发和利用 3 方面论文成果 12 篇。三是

继续认真开展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年鉴质量抽查工作，努力提

升年鉴质量，争取申报四川省精品年鉴工程。

11 月 16 日，德阳市地方志办召开精品年鉴品鉴会，通报工

作进展情况及取得成效，并从综合年鉴编纂组织的角度对比分析

4 部中国精品年鉴的优点及本地综合年鉴存在的短板弱项，相关

部门作经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鼓励部

门、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编纂年鉴，通过编鉴用鉴留存史实、促

进发展。要加大年鉴编纂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探索适合年鉴

事业发展的人才政策和机制，用好史志学会和专家库。要通过品

学中国精品年鉴认识到自身存在问题和短板弱项，以实现年鉴编

纂“三精”为目标，做到框架结构设计精准、条目内容编写精炼、

图片使用和排版精美，加速提升综合年鉴编纂质量。

11月 17日，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召开“精品年鉴品读

季”活动总结会。会议指出，通过学习、对照精品年鉴的成功做

法，对本地年鉴进行了调整纲目，查漏补缺，修改完善，提升了

年鉴质量，但也存在读得不深入、差距没找够、整改不彻底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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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开展精品年鉴品读活动，严格按《地

方志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

充规定》，规范年鉴编纂，提升年鉴质量。要认真学习精品年鉴

的框架、纲目、内容、装帧设计，加强图表的运用，打造特色亮

点。要及早谋划，科学设计纲目，确保资料征集、稿件编纂工作

有序开展，做到“精编、细审、严校”，努力编纂出高质量精品年鉴。

11 月 23 日，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召开全市精品年

鉴品读研讨活动总结会，从 8个方面总结对 4部中国精品年鉴品

读的体会和感悟。会议要求，要以精品年鉴为范本，对标自查、

审视不足，精心编纂质量过硬的年鉴。要坚持规范引领，在框架

设计上大胆创新，凸显年度特色；植入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彰显

地方特色；转变记述方式，精炼文字，消除部门痕迹；重视年鉴

二次开发利用，实现掌上阅读。要坚持质量优先，建立长效机

制，严格执行年鉴编纂大纲省市县三级联动审查制度、年鉴篇目

复审和质量抽查等制度，通过召开年鉴质量评议会等形式，相互

学习、取长补短，向精品看齐，努力编纂出精品佳作。

11 月 24 日，南充市地方志办召开 2022 年“精品年鉴品读

季”理论研究文章分享会。参会人员结合年鉴编纂中的切身体会

作交流发言，重点对 4部中国精品年鉴的篇（条）目设置、内容

记述、图片选用、表格运用、装帧设计等进行剖析，总结提炼其

特点，同时找出自身存在差距和不足，对今后年鉴编纂工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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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目标和努力方向。会议要求，要对标先进、以读促学、学以

致用，将品读与提升质量相结合，力求年鉴资料全面、翔实、堪

用，努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年鉴。

11 月 15 日，广安市地方志办召开全市精品年鉴研讨会，对

“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启动以来各县（市、区）提交的 10 余篇

研究文章或心得体会进行现场评选。11 月 16 日，经广安市地方

志办主任（扩大）会议审定，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3名，优秀奖 6名，并在全市地方志系统通报表扬。同时

要求各县（市、区）要持续围绕“读精品、用精品、编精品”主

题，大力推进年鉴质量提升。一要落实人员、经费等保障措施，

做到工作早布置，任务早落实，年内按时出版本地综合年鉴；二

要认真对照精品年鉴，从不同角度解读，找准本地综合年鉴与精

品年鉴之间的差距，补短板，添措施，从篇目结构、记述方式等

方面，适应新时代年鉴编纂的新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地方特

色、年度特点；三要继续开展年鉴理论研讨，结合工作实际，撰

写高质量研究文章，不断提高年鉴编纂人员业务能力；四要按省

地方志办提出的年鉴篇目审查意见和质量抽查结果通报，逐一对

照检查，将问题整改落到实处，努力争创精品年鉴。

11 月 16 日，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组织召开年鉴理论座谈

会暨精品年鉴精读会，各县（区）就 4部中国精品年鉴精读情况

及年鉴理论研究进行座谈交流。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充分认

识开展“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的重要性，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5—

要认真梳理问题、不足及与精品年鉴存在的差距，找准着力点；

要立足新时期，建立好人才库，坚持质量为先，注重时效性，提

高创新能力，促进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

合，盘点总结好 2022 年工作，科学谋划好 2023 年工作，充分发

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作用。

11月 18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召开精品年鉴研讨会，围绕 4部

中国精品年鉴进行品读交流，对照查找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会

议要求，要借鉴先进经验，持续优化年鉴框架设计，努力向精品年

鉴靠拢；要以“精品年鉴品读季”为契机，推动精品年鉴品读常态

化开展。11 月 22 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召开“精品年鉴品读季”总

结会。会议强调，要把“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与年鉴质量提升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年鉴编纂思路；要巩固提升活动成

果，建立完善年鉴质量建设长效机制；要继续抓好全州地方综合

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工作；要对活动中查找出的问题

与不足进行反思，加强学习借鉴，确保年鉴质量逐步提升。

绵阳市涪城区地方志办以开展精品年鉴品读活动为抓手，以

品读 4部中国精品年鉴为重点，召开研学评比专题会议，分享学

习心得，并进一步对标对表中国精品年鉴找差距、补短板。一是

学习精品年鉴编纂方法，完善《涪城年鉴（2022）》条目内容，

增强封面设计感，优化编排印制质量。二是巩固拓展精品年鉴品

读活动成效，及早谋划《涪城年鉴（2023）》编纂工作，结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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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域特色，科学编制篇目结构，突出各领域重点、特色、亮

点，更加精准化、精细化反映地方综合情况。三是组织编纂培

训，加强对组稿单位业务指导，规范编纂体例，完善条目要素，

突出资料性，强化逻辑性，优化图表配比，为编纂出高质量年鉴

奠定基础。

珙县地方志办认真开展“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组织年鉴

编纂人员集中品读 4 次，开展交流讨论 1 次，着力提升编纂质

量。一是对标对表精品年鉴，对已出版的《珙县年鉴（2021）》

和已形成初稿的《珙县年鉴（2022）》开展集中解剖式评议，精

准剖析、深入查找年鉴编纂中存在的问题，形成理论研讨文章 1

篇。二是组织编辑人员对已形成初稿的《珙县年鉴（2022）》进

行 2 次集中“会诊”，查漏补缺、修改完善，确保年鉴编纂质

量。三是建立珙县年鉴资料收集编纂分工负责制度，编辑人员每

周集中业务学习、集体研究工作制度，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

抓好年鉴质量提升。

（综合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

广安市、雅安市、甘孜州、绵阳市涪城区、珙县信息）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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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9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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