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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月 9日

【市州动态】

乐山市四向发力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充分履

行“存史、育人、资政”职能，奋力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质量建设”为依托 真实记录时代发展历程

编纂出版综合年鉴。坚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复核

及质量抽查制度，建立健全由单位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年鉴纂稿

定期会商研讨机制，全面完成 11 个县（市、区）综合年鉴 2023

卷篇目审查、2022 卷质量抽查工作，实现市及 11个县（市、区）

2023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按时完成《中国地方志年鉴（2023）》



— 2—

《四川年鉴（202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3）》

乐山内容组稿上报工作。

全面推进志书编纂。启动市县两级《扶贫志》编纂工作。推

动沙湾区完成第一轮乡镇志编纂出版任务，列入计划的 15部乡镇

（街道）志、9 部村（社区）志全部出版。指导峨边彝族自治县

率先启动第三轮县志修编工作。指导马边、峨边、犍为、夹江等

区县全面启动地方简史编纂工作。

打造精品力作。《乐山年鉴（2022）》获第九届全国地方志

优秀成果（年鉴类）特等奖；《乐山年鉴（2023）》获评首批“四

川精品年鉴”；《乐山年鉴（2021）》获四川省第二十次地方志优

秀成果年鉴类一等奖，《名人与乐山》获其他地方文献类一等奖。

以“三个服务”为支撑

助力全市“产业强市文旅兴市”发展实践

撰写资政文章，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乐山——第

18军进军西藏出发地》在《巴蜀史志》2023年第 2期刊载，获省、

市领导批示，转化为“五个一”项目；《关于建设“中国绿色硅谷博

物馆”擦亮乐山晶硅光伏产业发祥地和“中国绿色硅谷”金字招牌

的建议》获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认可，推动“中国绿色硅谷博物

馆”在五通桥区落地；《乐山市建设村史馆助力乡村振兴的几点思

考》被省地方志办《资政参阅专刊》（第 61期）刊载，受到市委

领导肯定性批示，相关建议正转化为乐山市村史馆建设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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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开展方志理论研讨。组织开展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

暨《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增刊供稿工作，1篇文章入选优秀论

文，1篇文章入选《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增刊。

加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配合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

召开“成渝诗歌文化走廊建设”课题座谈会，形成《关于充分利用

诗歌文化资源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建议》报省委办公厅《咨

政参考》。继续加强对宋蒙历史文化研究，撰写《宋蒙（元）四

川及嘉定鏖战记》（下）一文在沫若书院院刊刊载。与市档案馆

合作完成《乐山股票交易市场》一书初稿。

以“传承文化”为引领 用心用情讲好乐山故事

开通运营“史志乐山”微信公众号。开设“乐山掌故”“名人与乐

山”“党史人物”专栏，展示古今地情文化、名人逸闻趣事、地方红

色文化。累计推送文稿 140余篇，单篇最大阅读量 2300余次。

打造历史文化系列视听作品。借智借力，与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乐山广播电视台等部门（单位）合作，策划打造“探秘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和“这里是乐山”系列专题片，以全媒体传播形式展现

乐山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已创作播出《乐山古塔 屹

立千年的嘉州地标》《这里是乐山，文庙》等 16个作品，总播放

量 20万余次；全程参与中央电视台专题片《百年巨匠——马一浮》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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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介乐山史志文化。在“无限乐山”手机客户端、乐山综

合广播 FM102.8等本地主流媒体推介《名人与乐山》《乐山简史》

等史志书籍，阅读量累计 2万余人次。参与“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

网络视听精品传播大赛，《铁道兵：远去的名字永恒的精神》等

17个视频被“方志四川”视频号采用推广，《山水佛地 诗意乐山》

等 3个短视频被“学习强国”平台采用推广。

以“共建共融”为导向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合作共建史志文化馆。与乐山师范学院合作建成四川省方志

馆高校分馆，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建成“嘉州记忆·乐山地情

文化馆”，与乐山市图书馆合作建设“乐山市党史和方志馆”。

深化史志阅览室建设。选择基础条件好、示范辐射强的文化

阵地设立史志阅览室，2023年在犍为县委党校、沐川县沐溪镇三

观楼社区等设立第二批史志阅览室 24个。印发《乐山市史志“七

进”示范点工作指南》，党史、地方志部门合作打造宣教阵地，让

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革命遗址与地情风俗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村史馆建设。形成村史馆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思路，

指导沙湾区踏水镇镇情馆、五通桥区冠英镇挖断山村村史馆做好

展陈设计。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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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用好用活“微”媒体平台

数字赋能史志“指尖新阵地”

2023年，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持续

抓好史志宣传阵地建设，积极发掘新资源、抢占新阵地，纵横联

动用好用活新媒体平台，数字赋能史志“指尖新阵地”，推动史志

宣传取得新的成效。

纵横联动，积极抢抓史志数字化发展机遇。抢抓数字化发展

先机，积极推进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同德阳市大数据局、德阳市档案局联动，将德阳数字史志库

纳入全市档案数字化平台建设。积极探索需求指引，灵活搭建“小

窗口”，打造“指尖”微平台，探索史志宣传教育新阵地，与德阳市

大数据局合作，在月活跃度 270余万人次的德阳市民通 APP上开

设“话说德阳”窗口模块，开设“地情概要、红色故事、德阳味道、

风景名胜、工作动态”等栏目，推介德阳历史、人文、美食等内容，

扩大史志影响力。

协同推进“微”阵地建设，赋能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与成

都、眉山、资阳党史、地方志部门携手推进宣传“微”阵地建设，

运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建立起成德眉资四市媒体宣传矩阵，在“史志

德阳”微信公众号上无缝转接成都、眉山、资阳史志微信公众号，

实现四市联动，信息互通，有力推进四市史志工作融合发展，形

成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共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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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用活平台，为德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充分运用“史志

德阳”微信公众号、成德眉资新媒体矩阵“话说德阳”等平台，发挥

新媒体及时性、灵活性的优势，全时段、全覆盖推送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史志重要论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市委时政动态、相

关资讯，确保党的中心工作在哪里，新媒体宣传就跟进到哪里，，

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提供便捷窗口。德阳市民通

“话说德阳”模块实现了德阳地情概览，党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

线路和德阳味道点位导航直达、购票服务、链接分享等为一体，

为市民朋友了解德阳人文、德阳动态、传播德阳故事提供便捷通

道，进一步扩大方志文化影响力，在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宣传德阳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遂宁对全市地方志宣传信息工作提出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地方志宣传信息工作，充分发挥地方志“存

史、育人、资政”作用，2023年 12月 26日，遂宁市地方志办公

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宣传信息工作的通知》，从 4个

方面对地方志宣传信息提出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

强做好宣传信息工作的责任感，更好担当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二是明确信息报送的内容、渠道和数量，有的放矢提升宣传信息

工作质效。三是丰富宣传形式，拓展新媒体传播平台，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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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七进”，建优史志宣教阵地，着力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

传矩阵。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实行季度通报和年

度激励制度，压紧压实宣传信息工作责任。

（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达州年鉴（2023）》（简本）创刊首发

为有效开发利用地方综合年鉴宏大资源数据库，发挥志鉴文

化成果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作用，

2023年初，经达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汇报争取，达州市政府决定，

自是年起，在编纂出版《达州年鉴》的同时，每年同步编纂出版

《达州年鉴》（简本），市政府每年将编纂出版经费单独列入市

地方志办公室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2023年 12月下旬，达州市地方志办组织编纂的《达州年鉴

（2023）》（简本）创刊首发，全书 160余页 6万余字，图文并

茂、生动活泼反映 2022年达州发展进程和辉煌成就。

《达州年鉴（2023）》（简本）共印 2600册，向达州市市级

领导，市人代会、政协会参会代表、参会人员和列席人员，市直

部门、企事业单位（含学校、代管单位、下属单位），中央、省

驻达机构，《达州年鉴（2023）》参编单位，以及各县（市、区）

四套班子领导赠阅。

（达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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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举办“史志进机关”活动

1月 5日，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举办“史志讲座进机

关——党政机关办公室主任专场”活动。该活动就学史修志的意

义、史志“七进”、史志作用发挥、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进

行讲解，同时对《剑阁年鉴》《剑阁扶贫志》《县级部门（单位）

大事记》等志书编纂，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廊建设，省市县共建

史志阅览室建设作业务培训。乡镇、县直部门（单位）办公室主

任和县史志中心全体职工干部 200余人参加活动。

（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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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1月 9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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