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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公布“精品年鉴品读季”主题征文

评奖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根据四川省“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安排，在全省地方志系统

精心组织，全省年鉴工作者积极参与下，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

公室主办的“精品年鉴品读季”主题征文活动于 11月底圆满结束。

经各市（州）地方志工作机构筛选推荐，省“精品年鉴品读季”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收到的 84篇主题征文进行评选，共

评出特等奖 2名，一等奖 5名，二等奖 8名，三等奖 15名，优秀

奖 54名，现将评奖结果予以公布。

附件：四川省“精品年鉴品读季”主题征文获奖名单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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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精品年鉴品读季”主题征文获奖名单

等次 市（州） 标 题

特等奖
达州市 从四部精品年鉴的共性与个性谈年鉴编纂规范化

南充市 南充市创建精品年鉴路径初探

一等奖

泸州市 对标中国精品年鉴 提升泸州年鉴质量

成都市 品读精品年鉴封面设计的内涵表达

雅安市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问题刍议

广安市 遵循编纂规范，打造精品年鉴

达州市
地方综合年鉴卷首专题图片编辑探讨

——以四部“中国精品工程年鉴”为例

二等奖

成都市 深入读精品学经验 优化武侯年鉴篇目

自贡市
浅析新时代打造精品、推动地方综合年鉴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性与路径方法

泸州市 突出特色、创新驱动，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德阳市 如何用“精品”精神武装县级年鉴的思考

绵阳市 关于县级年鉴质量提升的几点思考

内江市 品读精品年鉴，在纲目设置上下功夫

南充市 打造精品年鉴的路径分析

雅安市 探索精品年鉴之路——框架建构

三等奖

泸州市 树立质量意识 打造精品年鉴

德阳市
刍议年鉴初稿的撰写

关于地方综合年鉴大事记编纂的几点思考

绵阳市 年鉴编纂应把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摆在首位

广元市 关于新形势下精品年鉴建设的认识和思考

遂宁市 品精品 学精品 做精品——品读中国精品年鉴感悟

乐山市 阅读 4部精品年鉴的体会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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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 精品年鉴的五个“精”——以《朝阳区年鉴》等为例

宜宾市

学精品，用真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精品年

鉴品读季”学习感悟

浅谈地方综合年鉴的篇目设计

广安市 借他山之石 编精品年鉴——品读精品年鉴的启示

达州市
提升《通川年鉴》组稿质量的一些思考---精品年鉴品

读有感

巴中市
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提升的思考——浅析对《巴中年

鉴》的编纂创新

眉山市
专心品读精品 用心比学先进

奋力开创彭山年鉴编纂事业新局面

资阳市
从优秀精品年鉴中汲取提升我市年鉴编纂质量的智

慧力量

优秀奖

成都市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实践中的难点和思考

凝心聚力 推动地方综合年鉴高质量发展

浅谈地方综合年鉴如何构建地域特色——品读《孝义

年鉴（2020）》有感

浅谈如何提高年鉴的可读性与实用性——以《青白江

年鉴》为例

年鉴初稿撰写五议

关于提升年鉴质量的思考探索——以《龙泉驿年鉴》

为例

自贡市

品读精品 编纂精品——品读《北京朝阳年鉴

（2020）》等 4部精品年鉴的体会

学先进 找差距 出精品——品读精品年鉴心得体

会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品《武侯年鉴（2020）》有

感

品读精品年鉴——《长沙年鉴（2020）》有感

攀枝花市

精于文化 品出自信——地方年鉴编纂中地方文化自

信

品学精品 思以致用

多点发力提升西区年鉴编纂质量

关于新时代地方综合年鉴建设的思考——品读中国

精品年鉴后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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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
提升年鉴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阅读精品年鉴的启迪

绵阳市

关于提升县级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几点思考——从

学习借鉴四本精品年鉴谈起

简析平武县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面临的问题、原因及解

决对策

对编纂精品县级地方综合年鉴的思考

广元市
关于突出年鉴亮点、打造精品年鉴的思考

深入品读精品年鉴 着力提升编纂质量

遂宁市

读精品年鉴 创船山佳绩

培育精品意识，打造精品年鉴是方志人的历史使命

浅谈年鉴质量提升方法——以《长沙年鉴(2020)》《连

云港年鉴（2019）》《北京朝阳年鉴（2020）》和《孝

义年鉴（2020）》四本精品年鉴为例

内江市

讲好威远故事，探索打造精品年鉴之路——以《威远

年鉴》为例

学习精品年鉴 提升编纂能力

乐山市

突出特色与时俱进 精品年鉴品读季——《北京朝阳

年鉴（2020）》的感悟

树立精品意识 提升年鉴质量

他山之石补短板跳起摸高创精品

——借鉴《长沙年鉴 2020》《孝义年鉴 2020》经验

他山之石 可以磨“鉴” ——品读精品年鉴《长沙年

鉴》的几点感悟

南充市

用比较法品读精品年鉴

读精品，编精品，势在必行

浅谈精品年鉴编纂

宜宾市

以《北京朝阳年鉴(2020)》为例浅评打造精品年鉴

对标精品年鉴，浅谈年鉴如何满足读者需求、服务社

会发展——以《珙县年鉴》为例

广安市
打造精品 贵在细节——以《连云港年鉴（2019）》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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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

如何打造精品年鉴？

关于提高年鉴品质的实践与思考——以《通江年鉴》

编纂实践为例

雅安市 浅谈如何提高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

眉山市
浅谈精品年鉴建设

浅谈综合年鉴的编写

资阳市

创建精品年鉴的几点思考

提高年鉴品质——善于运用照片、图表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打造精品年鉴工作的思考

阿坝州

用心用情 担当担责

纂写新时代人民满意的精品年鉴

精品年鉴编纂流程与规范浅析

遵循年鉴条目编写规范

努力打造民族地区精品年鉴品牌

甘孜州

守正创新 用情修志 推动民族地区年鉴编纂高质量

发展——从《 连云港年鉴》看精品年鉴的高质量编

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品读精品年鉴 力创甘孜州年鉴发展新高度

凉山州 建强机制促年鉴工作高质量正规化精品化发展

市县志处

定位不准影响年鉴质量问题探讨------在年鉴编纂实

务中深化年鉴定位的认识

精品年鉴专题图片设置初探——以《长沙年鉴

（2020）》为例

精品年鉴编纂理念和方法——剖析《连云港年鉴

（2019）》

浅论年鉴条目的科学设置及规范编写在打造

精品年鉴中的作用——以《北京朝阳年鉴（2020）》

为例

四川年鉴社 关于创建精品年鉴的多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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