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23〕72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年鉴（2022）

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复核
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为切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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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志发〔2018〕39号）及《关于提

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意见》（川志发〔2021〕2 号）有关

要求，强化监管职责，进一步推动全省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经

研究，决定自今年下半年起，在全省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

县级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的抽查复核工作。现将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加强顶层设计，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年

鉴质量。2019年以来，省地方志办对全省市级综合年鉴篇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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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和质量抽查时发现，相当多年鉴在质量方面还存在分类归类

不科学、标题不当、内容不全、重点不突出、详略处理不当、标

题和内容不完全相符、角度把握不准、语言不规范、图表问题较

多、编校质量较低、差错率较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乏一些低级

的、常识性问题却年年出现在公开出版的年鉴中。提升年鉴质量

的措施需真正落地落实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篇目审查、复核和

质量抽查是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途径和有效抓手，各市

（州）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高度重视，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所属县级

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取得实效。

二、相关要求

请相关市（州）于 2023年 8月 18日前按《省地方志办开展

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

复核工作的方案》（见附件）要求，报送成都市蒲江县、德阳市

绵竹市、绵阳市平武县、泸州市古蔺县、宜宾市高县、甘孜州康

定市、凉山州德昌县相关规定资料。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飞

电话：028-86617089

电子邮箱：sxzgzc123456@163.com

附件：省地方志办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年鉴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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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复核工作的方案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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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地方志办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
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复核

工作的方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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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志发〔2018〕39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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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志发〔2021〕

2 号）有关要求，强化各级监管职责，从制度机制上保障年鉴篇

目审查及质量抽查取得实效，推进全省地方综合年鉴质量提升，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复核形式

2023年下半年，省地方志办采取随机抽取 7个市（州），从

抽取的市（州）中各抽取 1部县级年鉴的办法，开展市（州）对

县级年鉴 2022年卷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的复核工作。

二、须报送资料

（一）篇目审查工作：被抽取的 1部县级年鉴（2022卷）、

篇目审查意见、篇目复核情况（包括意见采纳情况、未采纳的理

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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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抽查工作：被抽取的 1部县级年鉴 2022卷质量抽

查意见（注明抽查年鉴页码范围）；

（三）报送要求：严格按要求报送资料，篇目审查意见和质

量抽查意见是本项工作质量高低、是否有效的主要指标，忌空洞、

务虚的材料；纸质和电子文档同时报送。电子文档在一个文档中，

按篇目审查意见、复核情况、质量抽查意见的先后顺序排列，纸

质资料由分管或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送。

三、复核内容

（一）篇目审查意见的执行情况（复核情况）；

（二）篇目审查意见和质量抽查意见的规范性。

篇目审查和质量抽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全面、系统，发现问

题非随机性，明显的、无争议的、常识性的问题不遗漏；篇目审

查和质量抽查问题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篇目审查意见与质量抽查

意见应尽可能指出问题、原因及修改方向（行文规范可只指出问

题）。质量抽查意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置图片、随文插图、

表格、重点突出、条目内容与标题相符、行文规范等。

复核内容情况将根据复核依据量化打分。

四、复核依据

（一）基本原则

1. 年鉴框架（分类）应体现以事分类原则，非机械按机构进

行分类。类目、分目、条目应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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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叉重复，编排有序，自成体系；框架结构在重点突出、详略

得当基础上全面系统、有机统一，不缺项、不滥；各层次标题准

确、规范、简洁，能充分揭示所记述内容的特点；标题中心词突

出，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不机械套用工作报告、总结式、新闻

报道等语言；标题与内容相符。

2. 特色和角度。内容具有时代性、年度性和地方（部门或行

业）特色，详略得当，具有为现实服务和存史的价值。因为事物

是相互联系的，要把握好记述的角度，即记述的角度与部门主要

职责职能相一致。

3. 内容。内容在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基础上达到系统全面，

重要事物、事物主要要素不缺、存史价值低资料不入鉴。一二三

次文献比例恰当，一般不低于 1:2:7；应体现规律性，反映事物本

质，不搞机械资料组合；类目、分目、条目客观、系统记述年度

工作全貌，把握好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每个条目记述内容全面，

事物主要要素、重要要素不缺；内容不被无效文字冲淡，无明显

流水账痕迹、资料汇编痕迹。语言简洁准确，不空洞，避免口号

式语言，使用工作总结、报告等文体语言应恰当转化。准确判断

部门主要职责职能和内视信息，内视信息原则不入鉴。

4. 图表和版式。图片清晰、美观，前置图片应分类，突出年

度重大选题，映重大事件、重要成果和热点问题；图注要素齐全

（时间、地点、人物、主题不缺）；随文插图使用恰当，数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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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字说明简洁、准确；地图更新及时；表格使用恰当，表题

清晰简洁，内容准确，设计规范；表格时间呈连续性、规律性；

前置图片分类科学，排列美观大方。

5. 行文和编校。使用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直书其事，语

言精练，文风朴实，记述流畅，详略得当；使用规范、统一的简

称和缩略语，名称、时间、地点、事实、数据、计量单位、术语

等表述准确规范、前后一致。

（二）明显问题

层次不清、同级条目同质化、领属不当、框架结构不系统（重

要条目、事物主要要素条目明显不全、存在非重要条目等框架结

构不能有机统一、不能自成体系、编排无序现象）；框架结构重

点不突出、详略处理不当；框架结构逻辑性差；各级目存在就事

论事，缺乏对事物准确认知，未能上升至一定层次，不能反映事

物本质和规律；标题不简洁、不准确，题文不符或符合度不高。

缺少重要事物、缺少事物主要、重要要素；部门（行业）主要职

能职责明显缺失、存在过多内事信息、详略处理不当；入鉴内容

不当，内容为现实服务及存史价值低；信息含量低，存在空洞、

口号等语言；内容记述逻辑性差。三次文献小于全书篇幅的 70%。

出现涉密、政治观点不当、错字、累赘字、少字、重复字、语法

错误、表述不规范（口语化）、表述前后不统一、名称不当、简

称不当等。



五、结果运用

复核情况在全省地方志系统通报并纳入年底对市州地方志工

作评比表扬的考核内容，以达到取长补短，促进年鉴质量提高的

目的。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 年 8 月 1 日印发

（共印 6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