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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月 23日

【特别关注】

编修志鉴精品 服务中心大局

《四川年鉴（2023）》简本《四川历史文化览读》

等系列志鉴成果亮相 2024年全省两会

2024年 1月 22日，省地方志办组织编辑的《四川年鉴（2023）》

简本、《四川印记 2023》以及编著的《四川历史文化览读》相继

付印成册，并送交 2024年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两会）使用。这是自 2021年以来，省地方志

办连续第四年向全省两会提供年鉴资料，也是我省地方志系统切

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推动四川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走进两

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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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优秀志鉴成果进两会，是省地方志办深刻认识和大力推

进“修志为用”，创新思路、有所作为的首创之行和务实之举。2018

年，省地方志办根据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实际，在全国地方志系

统率先提出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

“三个服务”理念，并孜孜不倦地用以指导和推动全省地方志工作

跨越式、持续性发展。为两会提供高质量志鉴成果，正是落实“三

个服务”理念的具体和创新性实践；2021 年 1 月，省地方志办首

次组织编辑《四川年鉴（2020）》简本并送交两会使用，在两会

代表、委员中广受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以此为端，此

后逐年向两会提供志鉴编纂成果成为省地方志办重要的工作传统

和宣传手段，不但带动年鉴成果衍生利用在全省地方志系统逐渐

蔚然成风，而且也为更多更好的志鉴成果走进两会会场创造了良

好的氛围和条件。

年鉴简本作为《四川年鉴》的衍生产品和二次开发利用成果，

虽然具有“短、平、快”的优势，但是也客观存在着反映内容较滞

后、品种数量较单一的不足。为此，为增强反映现实的时效性，

扩大志鉴成果影响力，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围绕“创精品、争一流、

立品牌、树形象”目标，一方面，在延续历年结构体例、表达形式

和编辑风格的基础上，对年鉴简本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量的优

化和提升；另一方面，进一步立足新要求新使命，不断推陈出新，

努力为两会提供更加丰富的志鉴主题和表现序列。特别是 2023年

以来，省地方志办党组专门对规划送交两会使用的志鉴成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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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性设计和调整，形成了一系列新思路、新做法，使得相关

成果序列表现出体系更科学、主题更鲜明、特色更突出的特点和

亮点。

首先，坚持“稳中有进”、精益求精，抓好年鉴简本这一核心

产品，确保 2023卷简本较之于历年简本而言，更显精致和典雅，

持续扩大年鉴简本这一新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四川年鉴

（2023）》简本精选年鉴重要内容、关键资料、核心数据汇总结

集，涵盖四川之“最”2022、四川概貌、年度记忆 2022、经济发展、

开放合作、社会民生、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市州掠影 9类，以

约 5万字内容，100余张图、表，权威、全面反映了 2022年度全

省发展进程和辉煌成就。

其次，坚持“多点开花”、齐头并进，推动送交 2024年两会现

场的志鉴成果实现整体性突破，有效打开了我省志鉴编修服务现

实的崭新局面。

一是实现了“量”与“质”的新突破。这次在两会上现身的

四川志鉴成果形式之丰和数量之多，均创下历届两会之最。这首

先表现为对年鉴简本编辑思路的解放和拓展，首次按相同的风格

和装帧配套编辑《四川印记》手册，立足 2023年治蜀兴川宏伟征

程，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点，撷取年度重要节点、重大事件、突

出成绩，以及各领域有代表性的成果，配以图片、佐以表格，通

过 4.1 万字、70余张图表，努力反映出鲜活的四川实践，全景呈

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年度四川答卷。由此，开创性地实现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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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简本由“一”向“二”的转化，通过年鉴简本和《四川印记》的有

机组合和互相补充，以套装的形式营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效

果。同时，以《九寨沟图志》和《巴蜀史志》“三苏文化专刊”为

代表，一批紧扣热点焦点，积极呼应社会需求而全新出炉的志鉴

成果和地情文献，也相继进入两会现场。这些内容丰富、主题突

出、制作精美的高质量、高品位志鉴产品，在两会会场精彩纷呈、

大放异彩，获得参会代表、委员们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有力

地展现了全省地方志事业丰硕的编修成果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二是实现了“零”与“一”的新突破。本次两会上，以《四

川历史文化览读》的首次面世为标志，一批新的文化研究成果集

中亮相，充分反映出省地方志办始终坚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自觉肩负文化使

命和时代重任的主动与担当。《四川历史文化览读》一书由省地

方志办组织力量，历时两月左右编著完成，实现了四川地方志系

统对全省历史文化脉络梳理与精神提炼领域“零”的突破，填补了

相应的历史空白。该书以“纵览”为基础，以“精读”为引领，上起

古蜀文明，下至成都解放，以方志文献为先导、古蜀文明和四川

历史两篇大事记作结语，概选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 60个历史瞬

间，采用灵活生动的笔法和片段式、跳跃性的行文，通过 10余万

字、200张图片，努力以“形散神聚”的艺术效果，从方志角度对四

川 45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文学性、个性化解读，热情讴歌四川



— 5—

人民开放开明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奋争意志和披荆斩棘的创

造精神，以期从历史文化的浩瀚空间获取绵延之力量和不竭之营

养。

这些志鉴成果相得益彰，基本形成了以“逐年（《年鉴简本》）

—当年（《四川印记》）—历史（《四川历史文化览读》）”为主

线的时间序列，以及以“专题志（《巴蜀史志》）—特色志（《九

寨沟图志》）”为主线的主题序列，他们均采用图文并茂、生动活

泼的形式，追求丰厚内容与形式艺术的有机融合，不但带给读者

更好的阅读体验，而且从纵、横两个方向构建起了序列化、系统

化、多维度的“一整套”鲜活志鉴成果体系，为更好地服务两会需

要，更直观、更生动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独具价值和

特色的方志贡献。

著录巴蜀、传承文明，推动志鉴成果进两会，既是地方志部

门积极履行“存史、育人、资政”职能职责，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的

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更是充分展示我省方志工作面貌、展现方

志事业形象的重要契机和广阔舞台。省地方志办将以 2024年志鉴

成果进两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守护好方志编修和宣传阵地，持续

用力、守正创新，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更好地发挥资政

辅治功用，做好历史文化挖掘的大文章、激活传统文化更大价值，

为推动巴蜀文化绽放出更为绚烂的时代光彩不竭努力，继续贡献

出更多的方志智慧和力量。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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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5部音视频作品入选

2023年全国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播

1 月 16 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关于公布 2023 年

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入选名单的通知》和《关于 2023年

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网络评选结果的通报》，四川 5部

音视频作品入选。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 50集音频节

目《舌尖上的四川》，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广播电视

台联合制作的 35集音频节目《方志四川•熊猫篇》、45集音频节

目《川剧的前世今生》，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都

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3集视频节目《天府风流•成都方志故事》，

入选 2023年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名单。

大英县直机关工委、大英县融媒体中心、大英县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中心、大英县象山初级中学联合制作的视频节目《大英象

山的红色记忆——音乐党课》，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

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35集音频节目《方志四川•熊猫篇》，在

“方志中国”微信平台发起的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网络

评选中，进入音视频类前 20名。

本次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的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

播活动，是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开展好全国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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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络宣传，进一步提升网络内容建设质量，促进新一轮网络

成果展示宣传，增强全社会读志用志意识，着力开创地方志信息

传播工作新局面而开展的，征集范围是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月 30日期间，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原创发布的网络精品，

其类型包括文字类、音视频类和专题专栏类。经各地申报、资格

审核、专家评审、网络投票、复评确认、领导小组终审，在全国

范围内评选出 2023 年地方志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55

部。微信投票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网民踊

跃参与，总投票数 90余万。

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始终坚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己任，因应时势之变、紧跟时代脚步，做强宣传阵地，拓宽宣传

渠道，在传播载体和形式上转变传统平面传播模式，推动史志文

化可听、可视传播，制作了一系列活“色”“声”香、画面精美、

内容丰富的音、视频节目，深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走出了一条

具有四川风格的史志文化宣传新路子。

下一步，全省地方志系统将积极探索新媒体、新平台、新形

式的网络宣传推广方式，进一步提高史志文化影响力，在更高水

平上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好四川声音，展现好中华优秀文化，为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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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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