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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月 17日

【特别关注】

记录奋进历程 讴歌伟大时代

四川全面部署统筹推进扶贫志编纂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打赢脱贫

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完成了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成效最好的脱贫攻坚战。为贯彻落实中

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忠实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推进扶贫取得的举世瞩目辉煌成就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伟

业，2022年 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关于实施中国扶贫

志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的若干意见》，就编纂扶

贫志、全面小康志作出部署。2023年 3月，经省政府同意，四川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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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规定除编纂省本级扶贫志外，21个市（州）及国家确定的

88个贫困县分别编纂各地扶贫志，成都市编纂全面小康志。自编

纂工作启动以来，四川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精心安排部署，

各级地方志部门主动担当作为，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积极投入，认

真履职尽责，有序推进编纂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 明确目标任务

扶贫工作是一项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参与人数多的非凡

大事，编纂扶贫志需党委、政府牵头抓总，多个部门统筹协调，才

能确保有力有效推进。

高位推动，强化安排部署。各市（州）党政领导多次批示相

关文件、出席相关会议、听取工作汇报，确保责任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任务到岗，责任到人。自贡市召开编纂动员会，市委常

委、副市长吴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广元市召开《广元扶贫志》编

纂启动大会，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出席会议并讲话。广安市

市政府分管领导及联系副秘书长先后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讨论《广

安扶贫志》编纂工作方案。南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编纂工作，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主编。乐山市委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市政府联系领导，德阳市、泸州市政府分管

领导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统筹安

排推进，切实抓好扶贫志编纂。眉山市、甘孜州、凉山州政府分

管领导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凉山拟以州政府名义本月召开全州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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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志编纂动员暨培训会。

健全机构，成立编纂委员会。各地相继成立编纂委员会，负

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编纂出版工作，及时研究解决编纂工作中

的重大事项。广元市成立由市委常委、秘书长任编委会主任，市

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地方志

编纂中心主要负责同志任副主任的编纂委员会；广安市成立由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主任，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和市地方志办

公室、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人任副主任的编纂委员会；宜宾市

成立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主任，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市委党

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人任副主任，

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民政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编纂委员会；雅安市

成立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主任，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市乡村振

兴局主要负责人任副主任，各县（区）及 40多家市直部门分管领

导为成员的编纂委员会；阿坝州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联系副秘

书长、相关部门、各县（市）组成的编纂委员会。

倒排工期，明确节点任务。按照安排，全省各级扶贫志需在

2025年 12月底前完成编纂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倒排工期，

细化责任，确保编纂工作高效推进。2023 年 12 月，省地方志办

印发《四川扶贫志（1949—2021）》任务分工表，进一步明确重

要节点安排、主要任务、供稿单位及资料报送要求，正式启动资

料收集工作。按省地方志办安排部署，各地结合实际，相继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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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方案。其中，广元市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印发《广元扶贫志编

纂方案》，南充市、广安市、雅安市、资阳市以市政府办公室名

义印发《扶贫志编纂工作方案》，宜宾市、达州市以市政府办公

室名义印发《关于做好扶贫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宜宾市制定《宜

宾市扶贫志编纂工作方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华兵对方

案作出批示。泸州市、甘孜州地方志部门联合乡村振兴局印发《扶

贫志编纂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

主动作为，落实资金保障。各级地方志部门加强向本级党委

政府请示汇报，积极争取支持，主动对接财政部门，落实资金保

障。泸州市、绵阳市、遂宁市、乐山市、南充市、广安市、巴中

市、雅安市、眉山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地采取全额保

障或在控制总额基础上按实际拨付等形式，将扶贫志书编纂列入

2024—2026年财政预算，逐年拨付，确保扶贫志编纂有序推进。

拓展方式方法 提升工作水平

各地在充分借鉴先进省（区、市）编纂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地

实际，采取多种方式，高效推进编纂工作，确保质量、进度两手抓。

借鉴他山之石，提升编纂效率。省地方志办就扶贫志编纂工

作，专门到广西、广东调研，学习取经，组织《四川扶贫志》和

《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志》编纂人员参加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组织的业务培训会和工作推进会。绵阳市先后与已完成或已开展

扶贫志编纂工作的昆明、贵阳等市地方志部门取得联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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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相关工作经验，并收集样书、编纂纲目、编纂工作方案等参

考借鉴。自贡市借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志》等志书，

设计本地扶贫志编纂大纲。攀枝花市借鉴《曲靖扶贫志》《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志》等志书，编制《攀枝花扶贫志》篇目。

乐山市、凉山州充分借鉴《广州市扶贫志》《贵阳市扶贫志》等

志书，拟订《乐山扶贫志》《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志》编纂大纲。

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地积极践行开门修志理念，

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编纂工作高效运转。省地方

志办与省乡村振兴局两次联合发文，分别对市、县扶贫志和凉山

州扶贫志编纂工作作出安排，提出明确要求。广安市政府副秘书

长召集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地方志办主要负责人召开沟

通会，明确实施主体、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关键问题。攀枝花

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宜宾市、雅安市地方志

部门积极加强与乡村振兴局沟通对接，就领导机构和专业团队搭

建、参编部门职能职责拟定、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等进行沟通、

达成共识。德阳市积极与市乡村振兴局沟通后，将其牵头正在编

纂的《德阳市脱贫攻坚志》更名为《德阳市扶贫志》，调整编纂

方向，修改志书纲目，梳理增补资料。自贡市地方志部门与市农

业农村局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会商推进编纂过程中重点工作。

泸州市地方志部门与市乡村振兴局、市档案局座谈，明确任务分

工，由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牵头实施，市乡村振兴局全程参与把

关篇目、资料和志稿质量，市档案局安排专人配合档案查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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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进《泸州扶贫志》编纂。

丰富编纂形式，建强编纂队伍。各地结合实际，采取自建编

纂队伍、返聘退休专家、购买服务等形式，突破思维瓶颈、行业

壁垒，选优配强编纂团队，确保编纂队伍专业化水平。广安市在

市地方志办设置扶贫志编辑部，市乡村振兴局抽调专人，另聘 2—3

名熟悉业务的人员组成编纂队伍集中办公；巴中市组织业内骨干、

权威人士搭建扶贫志编纂专班；宜宾市聘请地方志办原副主任为

编纂主笔，具体承担扶贫志篇目设计和初稿撰写，把握志书关键

环节质量，避免将扶贫志简单外包出现难以把控质量的情况；内

江市聘请熟悉扶贫历史、有一定文字功底的退休干部、教师参与

编纂；乐山市采取购买服务方式，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地方文献

研究中心团队达成合作意向，组建强有力的编纂班子；泸州市、

遂宁市、雅安市采用购买服务形式，从企业资质、编纂力量、编

纂成果等方面细化考察筛选，确保承编单位专业性。

加强质量建设 打造精品佳志

全省各级地方志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始终

绷紧“高质量”这根弦，把质量管控意识贯穿到扶贫志编纂各环节，

力求编纂出经得起历史、现实和未来考验的精品佳志。

加强培训，提升队伍专业性。针对全省普遍存在缺乏针对性

强、专业化高的专业性志书编纂经验的实际，2023 年 12 月，省

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四川省扶贫志编纂工作培训会，邀请专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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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扶贫知识、志书编纂知识进行系统培训，建立微信工作群，就

扶贫业务和志书编纂业务进行学习研讨，提升供稿人员、编纂人

员专业化水平。宜宾市召开扶贫志工作推进会暨资料征集整理培

训会，对涉及的重点市直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供稿联系人员及

各县（区）地方志办人员进行集中业务培训。资阳市、县（区）

两级相继召开工作推进会，组织学习相关编纂规范，宣传讲解相

关法规及政策文件，同时，组织各县（区）业务骨干到先进市（州）

参加业务培训，聆听一线专家授课，学习编纂规范，提高编纂水

平。巴中市、县（区）两级召开业务培训会，明确各级各部门提

供相关资料的目标任务。

严格审核，提升志书规范性。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各地在抓

进度、提速度的同时，注重对各关键环节志书质量把关，认真学

习领会扶贫志质量标准、终审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重点把握志稿

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保密关、审核关，确保编纂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志。德阳市地方志办联合

市乡村振兴局分别从志书规范性、行业专业性的角度，对编纂大

纲提出修改意见，确保篇目大纲兼顾规范性和专业性。乐山市拟

聘请几位熟悉志书编纂、熟悉扶贫工作的领导和专家组成专家评

审团队，对《乐山扶贫志》编纂大纲、编纂内容、编纂质量进行

全方位把关。眉山市组建由熟悉经济管理、扶贫开发、综合研究

等情况的业务骨干、老领导组成专家组，为扶贫志编纂提供全过

程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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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督导，提升工作时效性。为切实保证编纂工作任务不松、

进度不慢、质量不减，各地充分运用督促检查这根指挥棒，及时

跟进工作进度，协调解决有关困难。2023年 9月，省地方志办、

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切实抓好市、县级扶贫志编纂工作

的通知》，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确保编纂工作

高效运转。宜宾市将扶贫志书编纂纳入对市直部门、县（区）党

委、政府目标绩效管理体系，对市直部门、县（区）扶贫志供稿

情况、编修情况进行考核。巴中市将扶贫志编纂情况纳入对县（区）

地方志业务工作考核范围。凉山州将《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志》

编纂资料报送工作纳入 2024—2025年度全州目标考核，动态跟踪

并适时通报资料报送进度。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扶贫志、成都市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有

序推进，基本完成篇目大纲拟定、任务分工安排，转入资料收集

阶段。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在抓好省本级扶贫志及全面小康志

编纂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督促指导、业务培训，确保按期保质完

成志书编纂任务。 （省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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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