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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4月 12日

【特别关注】

以学提能 以学促干

四川省各级地方志部门扎实开展志鉴编纂业务培训

为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实施地方志

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提升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意见》，进一步提升志鉴编纂质量，确

保志鉴成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今年以来，四川省省、市

（州）、县（市、区）三级地方志部门积极开展志鉴编纂业务培

训，通过扩大培训覆盖面、突出内容针对性、提升培训实效性，

不断加强地方志业务知识学习，提升志鉴编纂能力，为编纂高质

量精品志鉴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以上率下，三级联动促落实。《四川省“十四五”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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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事业发展规划》就“人才保障”提出，“健全分层分类培训机

制，加强对新任负责人、志鉴主编（总纂）和修志人员培训”。

今年以来，省地方志办深入落实“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印发

2023 年工作要点，录制并出版《四川方志讲堂》培训视频，提

升干部业务能力；召开 2023 年度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写

培训会，全覆盖培训 129个省直部门（单位）及中央驻川单位、

金融单位、国有企业大事记稿件编写人员；印发《四川省年鉴精

品工程实施方案》，明晰全面提升全省年鉴编纂质量，锻炼打造

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年鉴工作队伍目标。各市（州）、县（市、

区）地方志部门紧紧围绕省地方志办关于提升志鉴编纂质量有关

要求，积极响应，迅速行动，部署开展各类专题培训，确保质量

建设落到实处。加强工作谋划。攀枝花市将“抓好人才培训和调

研”督导纳入 2023 年重点工作；内江市将“深化业务培训”纳

入 2023 年工作要点；广安市将“通过业务培训、考察学习等方

式，不断增强业务能力”纳入 2023 年工作要点，乐山市将“加

强业务指导培训”纳入 2023 年工作要点，眉山市将“抓好人才

培训和目标绩效管理”纳入重点工作，资阳市将“邀请专家培训

授课，多形式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史志队伍能力素质”纳入

2023 年工作要点。领导高度重视。2月 14 至 15 日，绵阳市召开

年鉴主编、副主编及业务骨干培训会，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

主任赵行出席会议并讲话；2 月 16 日，德阳市召开“精品年鉴

品读季”总结暨年鉴工作培训会议，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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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赵行，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出席会议并讲话；3 月

17 日，广元市党史地方志编纂业务培训会在利州区召开，利州

区委副书记王华南出席会议并致辞。4 月 3—4 日，阿坝州召开

地方志工作发展会暨志鉴编纂培训会，副州长王树明出席会议并

讲话。3 月 17 日，成都市青羊区召开地方志工作暨综合年鉴编

纂业务培训会，副区长杜忠云出席会议。2 月 7 日，成都市金牛

区召开《金牛年鉴（2023）》编纂启动工作暨年鉴编纂业务培训

会，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黄智太出席会议。2 月 15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举办 2023 年地方志业务培训会，区委常

委、区政府副区长胡玺出席会议并讲话。2 月 8 日，武胜县召开

乡镇、村志编纂工作推进会议，副县长周勇出席会议并讲话。此

外，盐亭县、通江县、松潘县党委或政府领导亦出席相关业务培

训会，并就进一步提升志鉴编纂质量提出要求。

坚持需求导向，扩大培训覆盖面。按“应训尽训、全面覆

盖”原则，市（州）、县（市、区）级培训班将涉及单位全部纳

入培训范围，切实提升志鉴供稿人员、编纂人员思想认识及业务

水平。绵阳市召开全市年鉴编纂工作会议，市本级及各县（市、

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各园区管委会综合办、科学城办事处、市

直各部门（单位）、在绵高校、银行、保险机构等单位主要撰稿

人近 200 人参训；广元市召开地方志编纂业务培训会，市直各组

稿单位撰稿人，各县（区）党史、地方志部门编纂人员，利州区

各部门、乡镇（街道）撰稿人员，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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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中心）全体人员 230 余人参训。宜宾市召开年鉴编纂工作培训

会，三江新区管委会、市直参编部门（单位）供稿人员，各县

（区）史志部门分管领导及年鉴编辑人员 160 余人参训；富顺县

召开全县年鉴编纂业务培训会，县直部门（单位）、乡镇（街

道）年鉴编纂业务人员 110 余人参训；邻水县召开精品年鉴编纂

业务培训会，全县 115 家单位办公室负责人和具体编纂人员 225

人参训；通江县召开乡镇（村）志、年鉴工作业务培训会，各乡

镇（街道办、新区）地方志工作分管领导、编纂业务人员，县直

各部门、中央省市驻县单位地方志工作业务人员 160余人参训。

此外，自贡市、内江市、南充市、成都市金牛区、成华区、新津

区、简阳市、金堂县、自贡市高新区、攀枝花市仁和区、德阳市

罗江区、绵阳市科技城新区、北川县、乐山市五通桥区、宜宾市

南溪区、江安县、广安市前锋区、邻水县、汉源县、芦山县等地

均全覆盖开展人员培训，促进志鉴编纂业务水平整体提升。

坚持实用导向，突出内容针对性。结合部门、高校、企业、

乡镇等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具体实际，注重因材施教，按需补

短。自贡市派遣业务人员到富顺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校志编纂培

训；绵阳市针对全市年鉴主编、副主编及业务骨干开展为期 2天

的培训，内容丰富，邀请省内外多位专家授课；南充市精心设计

培训步骤、形式、内容，将 151 个单位根据主责主业、行业特

点、撰稿重点划分为三批次，针对每批次参训单位共性问题分别

设计课件，突出重点；内江市针对年鉴资料中具体存在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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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就资料收集要求进行解读；雅安市针对年鉴撰稿人

员、年鉴编纂人员分别召开专题培训会，并在培训会上对近年来

市直部门和各县（区）年鉴稿件撰写工作情况进行通报，指出各

部门单位在撰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改进措

施；简阳市以实例分析的形式，系统、详细地向参会人员讲解如

何撰写综合年鉴条目；成都高新区管委会针对年鉴撰稿工作进行

业务培训；德阳市罗江区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38 位参与

厂志编纂的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宜宾市南溪区围绕《条目编写规

范》进行专题业务培训；江安县分析《江安年鉴》2021 卷、

2022 卷供稿中相关部门存在问题及修改意见，指导资料来源的

寻找、如何撰写出特色条目等内容；广安市前锋区对综合年鉴编

纂中的常见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岳池县总结 2022 年乡镇（街

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就编纂规范、编

纂方法、编纂要求等开展业务培训；成都市双流区、中江县、峨

边县、广安市广安区、巴中市巴州区、平昌县结合实际开展镇

（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业务培训。广元市、乐山市、广

安市、巴中市、德阳市罗江区、旌阳区、长宁县、平武县、岳池

县在工作督导过程中点对点开展编纂业务指导。

坚持创新形式，提升培训实效性。各市（州）、县（市、

区）结合工作实际，积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培训，推进培训取得

实效。邀请专家授课。绵阳市特邀全国知名年鉴专家，中国版协

年鉴工委学术委员会主任，《苏州年鉴》编辑部原主任、执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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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副研究馆员哈幸凌授课。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达州

市、雅安市、眉山市邀请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处长高伟明就

年鉴编纂务实问题及处理进行专题培训。宜宾市、邀请四川省年

鉴编纂专家、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杨青林授课。深

化“精品年鉴品读”活动。德阳市召开“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总

结会，为优秀论文作者颁奖，巩固活动成效；绵阳市组织年鉴编

纂学习组赴《武侯年鉴》编辑部面对面请教精品年鉴编纂经验；

绵阳市安州区常态化开展业务知识专题学习，持续开展“精品年

鉴品读季”活动，对照精品年鉴学习吸收优秀经验，进一步弥补

《安州年鉴》存在的不足；邻水县召开精品年鉴编纂业务培训

会，传达学习《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就篇目结构、

规范编纂、供稿要求、年鉴稿件常见问题进行解读，并结合年鉴

编纂中的具体案例进行经验分享和重点剖析；长宁县召开“精品

年鉴”编纂业务研讨会；雷波县持续利用周工作例会开展精品年

鉴品鉴活动。创新课堂形式。攀枝花市举办第二期“方志大讲

堂”，讲述如何从年鉴编纂体例、内容收集、条目设计等方面提

升存史和实用价值；南充市将培训课程上传“方志南充”微信公众

号、“南充年鉴微信工作群”等，在线解答问题；筠连县以史志精

品课堂的形式召开《筠连年鉴（2023）》编纂工作培训会。开展

互动式培训。攀枝花市西区、乐山市市中区、广汉市、峨眉山市、

广安市前锋区、芦山县在培训中进行交流讨论，提升学习效果。

质量是志鉴的生命，业务培训是提升志鉴编纂质量的有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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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通过全方位、多形式培训，促进地方志工作者更好把握地方志

编纂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要求，全面、准确掌握修志编鉴方式方法，

为持续有效提升志鉴质量，打造更多堪存堪鉴的精品佳志，更好履

行地方志“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使命，推进地方

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攀枝花、内江、巴中等地
积极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

4 月 4 日，成都市地方志办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

习 2023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周密制定工作

方案，组建编纂委员会，有力推进全面小康志编纂；编纂出版

《成都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2）》，发布《成都地方志

发展报告（2022）；研究出台《成都市地方志资料建设工作暂行

管理办法》，修订《成都名镇名村志丛书实施办法》，完善制度

体系；落实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复核与质量抽查制度，推动

《成都年鉴（2023）》冲刺“中国精品年鉴”；推动成都大运会

图文志、成都市博物馆简志编纂，推进 59 部乡镇（街道）、村

（社区）志编纂，出版《典籍里的成都》《成都古迹里的历史

课》；精心运作“成都记忆”“成都往事”等项目，举办百场方

志文化宣推活动等，不断扩大方志文化影响力；高标准建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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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馆新馆，打造方志事业核心阵地。持续抓队伍聚能量，以铸

魂强能更好推动成都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月 6 日，攀枝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主任办公（扩大）

会，传达贯彻 2023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持

续高质量抓好志鉴编纂，以申报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为抓手，大

力提升志鉴编纂质量；加强扶贫志编纂工作谋划，细化完善工作

方案，扎实有效推动编纂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乡镇（街道）志、

村（社区）志编纂的督促指导；持续办好《攀枝花史志》杂志，

拓展宣讲方式；抓实资政课题研究，服务党政决策部署；加强培

训精炼业务，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

4 月 6 日，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召开 2023 年全市党

史地方志工作会议，传达学习 2023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 2022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安排部署 2023 年重点任务。

会议要求，突出主责主业，推进重点史志书籍征编。巩固拓展宣

传舆论阵地，加大信息和地情文章编报力度；办好史志大讲堂，

开办青年讲堂，搭建干部学习展示平台；积极开展史志“七进”

活动；围绕“内江红色遗址传承保护利用和品牌打造”“甜城特

色糖业文旅发展”等课题撰写资政报告。加强激励保障，深化业

务培训，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团队。

4 月 4 日，巴中市召开 2023 年度地方志工作会议，传达贯

彻 2023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22 年全市地方志工

作，安排部署 2023 年重点任务。各县（区）地方志办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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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经验交流发言。会议要求，对标先进，对标要求，明确年度

重点任务工作；聚焦主业，积极打造精品年鉴、公开出版乡镇村

志；加大史志宣传，扩大史志工作影响力。

3 月 30 日，岳池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召开全体职工会议，传

达学习 2023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并提出贯彻意见。会议

强调，扎实抓好志鉴编修工作，推动志鉴质量稳步提升；树立

“修志为用”理念，强化地方志资政辅治的职能，为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建言献策；大力挖掘、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做好旧志整

理、地情发掘、史料收集、宣讲展览等工作；加强信息报送，强

化宣传平台建设。

（综合成都市、攀枝花市、内江市、巴中市、岳池县信息）

吴伟对自贡市地方志工作作出批示

4 月 6 日，自贡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伟在《省地方志办党组

书记、主任陈建春在 4月 3日〈自贡市地方志工作情况汇报〉上

的批示》上批示：请市地方志办按照建春主任批示要求，再接再

厉，贯彻落实好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部署，特别要抓好扶贫志

（自贡篇）编纂。

（自贡市地方志办）

乐山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扶贫志编纂工作

3 月 13 日，乐山市委书记马波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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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23 第 15 期）上批示：请赖俊并彦地同志作安排部署，

把涉及乐山的事办好。

3 月 14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市行政学

院）校长（院长）赖俊在《马波书记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

报〉（2023 第 15 期）上的批示》上批示：彦地同志并市委党史

和地方志研究室牵头，按照马波书记批示要求，积极会同相关单

位，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统筹安排推进，切实抓好扶

贫志编撰等各项工作。

3 月 27 日，市政府副市长雷建新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

公室关于印发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

（川志发〔2023〕5 号）上批示：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牵

头，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按照省上《通

知》要求，比照成立编纂工作机构，并结合我市实际，认真组织

编纂我市扶贫志。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珙县地方志工作获县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3 月 29 日，珙县县委书记周文武对县党史地方志工作表示

充分肯定，周文武在《关于表扬 2022 年党史、地方志工作先进

单位的通知》（宜委史发〔2023〕7号）上批示：2022年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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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请总结好经验、巩固

提升，力争 2023年更上层楼，进一步发挥史志资政育人作用。

（珙县史志办）

杨林指导调研乡城县地方志工作

3 月 22 日，乡城县委书记杨林到县地方志办调研，在实地

查看了解情况后强调，县地方志办要当好历史文化记录者和弘扬

者，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把精品意识贯穿史志工作全

过程；要主动作为，提高志鉴编纂水平，聚焦史志资料征集、史

志研究、史志资政等主责主业，提前谋划第三轮修志工作，同步

做好《乡城年鉴（2023）》及今年需完成的乡镇志、村志编纂等

各项工作，努力推动全县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乡城县地方志办）

内江市地方志办发挥职能职责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发挥资政辅治作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组织撰写《内

江市夯实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探索与思考》《奋力打响“甜城

味”品牌》等资政文章，助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农业产业发

展。在志书年鉴中将地方优质特色农产品纳入记述范围，为申报

地理标志产品、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提供可靠依据，为乡村产业

振兴、创建特色农产品品牌作出史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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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乡村志书编纂，留住乡村文化根脉。组织编纂乡镇

（街道）志、村（社区）志，全面记录乡村历史沿革、发展成就

和特色文化，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基础。《四川省乡镇简志·内

江市卷》已完成资料收集和初编，拟今年出版。编辑出版的《内

江市脱贫攻坚亲历者口述实录》，获四川省第二十次地方志优秀

成果二等奖。

三是组织史志书籍下乡，搭建阅览参观平台。拟在全市 70

个镇和部分村建立“史志阅览室”，现已建成 17 个，上架史志

书籍 600 余册，为干部群众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创造

条件。指导建立村史馆 3个，以实物和文字图片的方式展示乡村

发展脉络、农耕文化和民风民俗，留存乡村生产生活记忆。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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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4月 12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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