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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12期（总第 617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月 22日

【市州动态】

广安、雅安、攀枝花、广元等地

地方志工作获领导肯定性批示

2023年 12月 27日，广安市委书记张彤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

办公室致广安市的《贺信》上批示：感谢省地志办的关心！请襄

渝同志阅处。

1月 15日，雅安市委书记夏凤俭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

室关于转发第九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获奖名单的通

知》上批示：祝贺！望继续做好地方志相关工作，争取保持优秀

成果。1 月 5 日，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映梅批示：呈请凤

俭书记阅示。祝贺！望再接再厉，推动全市年鉴事业更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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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2日，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范继跃在《四川省地方

志工作办公室关于转发第九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获

奖名单的通知》上批示：再接再厉！

近日，广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浩在省地方志办《关于

转发第九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获奖名单的通知》上

批示：可喜可贺！望再接再厉，编纂更多精品佳作，以资政辅治、

堪存堪鉴。

近日，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心资政辅治工作创新案例、文稿

质量在全省地方志系统评选活动中获省地方志办通报表扬。在全

市地方志系统先进评比中，荣获综合成效、志鉴编纂、地方志信

息化工作三项先进。芦山县委书记杨俊批示：非常好，望再接再

厉，取得新的更大成绩！芦山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岑永杰批

示：很好！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芦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

常务副县长杨本涛批示：县方志办一直以来工作成效明显，得到

一致好评，值得肯定，望再接再厉！

近日，什邡市委党史研究室（什邡市地方志办公室）撰写的

资政报告《调研什邡扶贫脱贫历程，促进红色、幸福、美丽什邡

新发展》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何泽新批示：同意报告成

果及建议，请党史研究室牵头，继续开展扶贫相关资料搜集研究，

并加强推进相关工作，加快编写形成我市扶贫历史（志）系列成

果。

1月 17日，中共广安市广安区委召开六届七次全会暨区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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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刘永明在报告中肯定区地方志工作。在全

会通过的《中共广安市广安区委关于深入实施城乡共兴行动加快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中，将加快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加强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

加强文庙、白塔、冲相寺、摩崖石刻等古迹史料挖掘整理，列为

重要工作。

近日，广安市前锋区地方志编纂中心被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表扬为全市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先进单位、理论研究和宣传信息工

作先进单位。区委副书记鲁崇兵在《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表

扬 2023 年度全市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知》上批

示：很好！2024年再接再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情批示：

区地方志编纂中心继续努力，再立新功。

近日，平昌县地方志办向县委宣传部书面汇报 2023年地方志

部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服务平昌现代化建设、服务人民

群众工作情况，得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家术肯定性批示：

成绩可圈可点，祝贺！

（综合广安市、雅安市、攀枝花市、广元市、芦山县、什邡

市、广安市广安区、广安市前锋区、平昌县信息）

泸州积极推进全市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期，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

成工作专班，根据“一体两翼”区域特点，分 3批对全市 7个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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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志编研审等工作进行分片集中指导，听取各区县史志部门开

展综合年鉴、乡镇（街道）志和村（社区）志编纂、特色史志研

究等工作情况汇报，市县史志工作者深入交流沟通，总结 2023年

成绩、经验和工作亮点，分析存在问题，共商 2024年推进全市史

志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办法。

强化编研基础，稳步推进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是领导重

视，史志工作取得实效。各区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史志工作，

在经费和人员上予以大力保障，将史志工作列入目标考核，将年

鉴供稿、镇村志编纂、史志培训等作为考核内容，确保各区县 2023

年史志编研取得实效。二是对标对表，抓实史志基本著作编纂。

强化政治意识、精品意识，抓实抓细地方综合年鉴等基本著作编

纂，做到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翔实、内容全面、记述准确，

体现出较强的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三是创新探索，聚力特色史

志研究。积极推进史志工作创新发展。江阳区注重地情资源开发、

研究和利用，有序推进《红岩英烈刘国鋕》编写工作；纳溪区强

化课题研究，将《纳溪石刻》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叙永县深挖长

征历史，编印《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创新工作思路，用活地域特色史志资源。一是服务中心工作

有实招。龙马潭区将史志和档案编研相结合，创办龙马潭区《史

研阅览》；纳溪区出版《云溪史志》26期，持续传承弘扬纳溪史

志文化。二是立足区域特色开展研究。合江县打造“合中人·军人

魂”国防教育特色品牌和“烽火耀石顶，菁莪向复兴”党建特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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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三是创新举措攻克难点工作。叙永县制定《叙永县乡镇村志

编纂工作方案》，采取自主编纂、自主+外包等形式统筹推进乡镇

村志编纂；古蔺县坚持进度与质量两手抓，在 7个区县中率先完

成 2023年综合年鉴出版任务。

谋划发展路径，突显史志服务发展功能。一是强化史志队伍

建设。通过外出交流、业务讲堂、专题培训等方式，提高区县史

志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发掘热爱史志工作、熟悉

区情县情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和社会乡贤，构建专兼职史志人

才库，夯实人才基础，提升编纂能力。二是高质高效编纂特色精

品。强化质量第一和精品意识，坚持质量与进度并重，立足实际，

科学组织，集中力量，大力推进志鉴编纂，争创精品。积极对接，

强化沟通，有力推进红色书籍出版工作。三是发挥史志资政参谋

作用。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展资政课题研究，融入中心工作，贡献史

志力量。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达州全面部署《达州年鉴（2024）》编纂工作

2024年伊始，达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连续召开《达州

年鉴（2024）》争创精品工作会、篇目优化研讨会、参编单位对

接会等系列会议，部署《达州年鉴（2024）》编纂工作，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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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编纂人员认真学习借鉴中国精品年鉴、四川省精品年鉴编纂经

验，深挖细查弱项短板，抢进度、拼质量，奋力争创 2024年度四

川省精品年鉴。

抢先快跑抓工作进度。一是提前一个月开始资料收集。2023

年 12月中旬，市地方志办即开始《达州年鉴（2024）》编纂篇目

研究拟定工作，历时 1个月形成初稿，于 1月 16日报省地方志办

审定，力争 1 月底由市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组稿通知，2 月全面

启动资料收集工作。预计 4月中旬完成主体资料收集，较往年提

前近两个月。二是对编纂流程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计划 8

月底前完成初纂，为后期的精细打磨、质量沉淀赢得充裕时间。

求新思变抓资料供稿。切实改变坐等资料上门模式，推出资

料收集主动出击“升级版”。一是主动与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

室、市发改委等单位对接，精准“专记”“专题图片”和特色类目、

分目选题，并定向约稿，利用综合机关优势，浓墨重彩书写属于

达州的变革、拓新故事。二是重新检视《达州年鉴（2023）》供

稿资料，梳理出供稿质量不高的参编单位。年鉴编辑部安排业务

骨干逐一上门对接、沟通，对资料供稿人员开展“课外辅导”。三

是在条目之末扩注资料供稿人员名单，增强供稿人员责任感、荣

誉感。四是年鉴编辑部对 2023年度全市大事要闻、政务新媒体进

行全搜索，结合部门供稿情况，对单一性条目选题提出建议，改

变年鉴动态信息不足的短板。五是丰富年鉴资料内容体系，补齐

过去弱记或未记的证券、物流、电子商务、居民服务、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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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业态。

双管齐下抓编纂质量。一是将体例规范和行文规范作为年鉴

质量的基础要求。严格按《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试

行）》抓体例规范，避免重要内容缺失、标题名称不当、分类或

领属不当、内容机械交叉等基础性错误。编辑人员再次精研细学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标点符号用法》《量和单位》《地方志

索引编制规则》等图书出版规范和标准，杜绝和减少行文编校差

错。二是将条目内容质量作为质量获胜的主战场。百科部类统一

为类目、分目、条目 3个层次，分目下条目结构统一为“概况条目

+综合记事条目+单一性条目”，要求条目字数一般不少于 250字，

“单一性条目”占比达到 20%以上。对标精品抓条目编写质量，确

保基础信息、核心数据全面准确、连续可比，年度内容选题准确、

特色鲜明，内容记述要素齐全、文约事丰。

（达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成都印发《地方志资料建设工作暂行管理办法》

1月 3日，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成都市地

方志资料建设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全面系统规范地方志资料收

集范围、方式、要求等，为规范化、专业化做好全市地方志资料

建设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741722&idx=2&sn=8d689318ca1934abbdf1818b5dd5e1c6&chksm=83c7a0f1b4b029e7e9ccb541d5283aeb5b2257cb398ca122217bc69788ee9e7977c7dc121ee5&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741722&idx=2&sn=8d689318ca1934abbdf1818b5dd5e1c6&chksm=83c7a0f1b4b029e7e9ccb541d5283aeb5b2257cb398ca122217bc69788ee9e7977c7dc121ee5&scene=21


— 8—

《武侯年鉴》走进区两会

1月 14—19日，成都市武侯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区八届人

大三次会议先后召开。会议期间，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开展《武

侯年鉴》进两会活动，向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赠阅《武侯年

鉴（2022）》《武侯年鉴（2023）》400余册。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委员积极翻阅《武侯年鉴》，认为“《武

侯年鉴》是宣传武侯、推介武侯的一张方志名片，是政府组织编

纂的官书，其权威性是其他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年鉴编纂是

一项政治性、历史性、现实性很强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后世”。

同时，对《武侯年鉴（2022）》被评为第七批“中国精品年鉴”，

成为全省首部“中国精品年鉴”表示赞许。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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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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