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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更好发挥地方志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的重要作用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

编者按：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

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省地方志办系统回顾了近年来全省地方志部门助力文

化强省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并指出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发挥记

录当代、传承历史、弘扬文化、教化育人的独特作用，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现将全文刊载如下，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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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

大部署。在 6月 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阐明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提出明确要求。这些新要求新部署，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深沉的

文化情怀。方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进一步发挥地方志在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中的重要作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的官书信史，要利用地方志记录

伟大时代、展示辉煌成就

地方志是“官书”，“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记录当代、

传承历史，是地方志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秉笔直书、述而不论、

存真求实的原则精神，使地方志成为一方土地上最广泛、最真实、

最权威的“信史”。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地方

志系统践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使命，抓实抓

细志书编纂，2020年底，完成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总字数 3.5

亿的志鉴成果为四川发展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出版《汶川特大地

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四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事记》《中华人民

共和国 70年四川大事记》《生命至上——四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实录》《新时代脱贫攻坚在四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

鉴》，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每年如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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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综合年鉴等，忠实记录好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治

蜀兴川的奋进历程。

地方志部门是修志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机

构，记录好伟大时代，还须依靠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

全社会支持。要持续巩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持、地

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各部门（单位）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修

志工作格局，为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全省地方志系

统要强化地方志部门是意识形态重要部门的意识，用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指导地方志工作；要用地方志记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用优秀地方志成果阐释好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加强与中国国家版

本馆沟通对接，将《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大熊猫图

志》等精品良志纳入国家版本馆珍藏，将四川方志文化纳入中华

文化种子基因库，传至千秋万代。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也应记录好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历史，为全省第三轮三级

志书编修提供坚实史料支撑。

二、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要利用地方志研究阐释

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宝库的重要组成和民族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象征。据 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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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存的旧志约 8264种，总量约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

四川尚存的旧志达 671 种，又占全国旧志的十分之一。新中国成

立以来，四川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各类地方志成果 15000 余册，

也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四川是当之无愧的方志资源大省，蕴藏

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富矿”。近年来，全省地方志系统

加强珍贵旧志、史料文献整理点校，整理出版《四川历代方志集

成》（全 4辑 108册，收录四川省通志、府州志、县志、乡土志

和部分地情书籍共 317部）、《蜀藏》（目前已出版 14类共 305

册，收录上起西汉、下至民国巴蜀珍稀文献）《西康通志稿》等，

保存珍贵地方文献资料；推进抗日战争志、抗战历史文献等编纂，

弘扬抗战精神、丰富巴蜀文化内涵。

地方志部门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可资阐释研究的素材。高校、研究机构

可以此为基础，与地方志部门一道，强化四川旧志、史料文献开

发利用，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

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

赋予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发挥以文

化人作用。地方志部门要会同财政、文旅、档案等部门，扎实开

展珍稀方志古籍普查、征集，系统梳理珍稀方志古籍资源，推进

珍稀方志古籍整理及点校，加快方志古籍数字化建设，保护好、

传承好、发展好方志古籍，让珍稀方志古籍嘉惠当代、泽被千秋。

三、地方志是教化育人的生动教材，要利用地方志培根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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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智润心

地方志是鉴古知今的地情教科书，也是一地群众共同的文化

记忆和精神图腾，其所包含的价值导向、品德习性和规范约束等，

潜移默化影响着一地群众的人格和行为养成。近年来，全省地方

志系统推进建设“省（市、县）方志馆＋省方志馆高校分馆＋省

（市、县）图书馆地方志专架（地方文献阅览室）＋史志阅览室

（微方志馆）＋乡（镇、街道）情馆＋村（社区）史馆”方志文

化宣传阵地集群，倾力打造新媒体矩阵，努力探索方志数字化有

声化传播，举办四川省大学生地方志知识竞赛、“蓉城红领巾小

史官”线上知识答题，在高校、中小学校举办方志文化讲座等，

不断彰显史志育人功能。

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仅限于地

方志系统的力量是不够的，需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强大合力。

方志馆是地情馆，也是一地的精神文化祠堂。各级政府应把方志

馆建设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各地各系统各单位可充分利用地方志成果，组织编纂

红色历史、地方简史、地情概览等本土教材、地情读物，激发青

少年和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地

方志部门要始终践行“民有所需，志有所为”理念，精准对接各类

群体文化需求，提供更广、更优、更快的史志文化服务，让方志

文化更好地发挥浸润人心、培根铸魂作用；充分利用地方志平台

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记录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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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讴歌社会发展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感人事迹、智慧

经验、创造精神，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要利用地方志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四川故事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不仅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内涵，还成为世界了解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地情的重

要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影响力。近年来，全省地方志系

统编纂出版《大熊猫图志（中英文双语版）》《巴蜀史志》“聚焦

三星堆”专刊、“四川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编纂《四川

年鉴（英文版）》《成都年鉴（英文版）》，参与四川省情多语

种标准化术语库项目，举办成都方志文化海外交流等，讲好中国

故事、四川故事，助力四川对外宣传，为世界了解四川开启了一

扇广袤深邃、绚丽多彩又独具魅力的方志窗口。

各地各部门在利用方志文化助力四川对外宣传方面做了些尝

试，但离党的二十大关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战略部署要

求还有不小差距。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地方志这一独特形式向全世

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阐释好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探索开展方志海外展、方志

文化海外交流论坛，制作方志文化海外宣传音视频、编纂地情简

本（宣传册）等，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蕴含中国智慧

的方志文化，助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充分利用地方志资

源，向全世界宣传推介川剧、川酒、川菜、川茶、蜀绣、漆器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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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十足的巴蜀文化，助力四川文化“走出去”，提升四川的世界知

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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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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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月 26日印发

（共印 4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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