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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5月 21日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

地方志编修首次完成省市县三级全覆盖

编者按：地方志编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起源于春秋战国，

形成于汉晋隋唐，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清，辉煌于现代，是中华民

族独特的文化标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

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

人相当重视编修、利用地方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地方志编修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四川是文化大省、方志大省，我国现存的旧志书

近 1/10在四川。截至 2020年底，四川省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

3.5亿余字全部编纂出版，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目前第

三轮修志工程正在筹划。2024年 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重大项目成果《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

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中的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地方志编修首次完成省市县三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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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介绍我国地方志编修历史及新时代地方志编修成果。现刊载如

下，供参阅。

中国地方志作为中华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重要

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以志体的形

式记录、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

想观念、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记述翔实、代有传承。

中国地方志生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实践中，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

确保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供了根本保证。

地方志编修从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连绵不断，延续至今。从

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地记，隋唐时期的官修图经、图志，到两宋时期朝廷设立专门机

构开展修志，在这上千年间，著述体例基本定型，对地方志性质、

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元明清时期，志书体例更加完备，类目更

趋规范，内容更为丰富，修志制度进一步完善，进入封建王朝修

志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地方志编修进一步延续，国民政府内

政部先后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市县

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等文件，将地方志书明确分为省志、市志、

县志三种，指导各地编修地方志。至今保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

旧志书多达 8000余种 10 多万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 1/10，是

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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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具有编修和利用地

方志的光荣传统。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就千方百计收集、利用方志了解地方情况，指导革命斗争。1941

年，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

求党政军各机关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倡整理和编修地

方志。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列为《十

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 12个重点项目之一，于

1958年成立了地方志小组，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逐步展开。

改革开放后，地方志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1983年，中国地

方志小组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活动，并更名为“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此后，各地普遍建立地方志工作机构，陆续启动首轮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文件，要

求加强地方志编修工作。2006年，国务院颁行《地方志工作条例》，

地方志进入依法修志阶段。2015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

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

部全国地方志事业规划性文件，确定了依法治志的基本原则。

各地地方志工作陆续走上法治轨道，将地方志工作列入政府

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绩效考核，明确本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行政权

力清单，建立督促检查考核机制，依法加大地方志法规规章的执

行力度，逐渐成为各地推进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方式。这一阶段坚

持依法治志、科学规划，全面构建起了志、鉴、史、馆“四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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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并驾齐驱，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

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格局的“四梁八柱”，到 2020年，

实现全国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的第一次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

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多次对地方志编

修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曾强调，

“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

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指出了地方志

的价值所在。他同时强调“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

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修志是一件相当‘得

志’的事情”，修志工作“要当个事业来办，把它作为社会发展

的基础工程，把它作为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也作为一种有远见的

表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摆在议事日程上”，进一步指出了地方

志工作的重要性。2014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

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

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

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5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示，地方志要与党史、军史、

档案、政协文史资料、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一起，对抗战

进行系统研究。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中国扶贫志编纂

作出重要批示。

党中央先后出台多个重要政策性文件，对地方志编修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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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

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对地方志事业发

展作出全面顶层设计；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加

强修史修志”；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做好地

方史志编纂工作”；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

人保障法》，对将符合有关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

入地方志作出法律安排。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地方志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出台了一

系列新政策、新规划、新制度，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显著进展。地

方志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实现伟大梦想、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全国地方志系统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新的事业定位、新的时

代要求，不断解放思想，强化方向引领，推动方志理念与时俱进，

积极构建方志文化认同，不断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同

时多措并举推动把地方志“用起来”“立起来”“活起来”“热

起来”“强起来”。如围绕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地

方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地方志围绕党和国家根本利

益、经济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开拓创新等。积极推动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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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颁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对地方志事业作出顶层设计并持之以恒地贯彻

落实；到 2020年底全面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地方综合

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的“两全目标”，开创了一项世界文化史上

的盛举；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启动中国扶

贫志编纂工程、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建成系统的全国地方

志新媒体矩阵等。

截至 2023年 6月，全国编纂完成省、市、县志书 1万多部，

编修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 2万多部，编纂地方综

合年鉴 3万多部，建成国家、省、市、县方志馆 600余家，推广

“互联网+地方志”模式，开通中国国情网、中国地情网，建立省

市县三级地情网站近 850个、新媒体 460多个，建设数字方志馆

250 多个，网站、数据库、微信平台等建设突飞猛进，建成我国

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志成果库。

地方志编修工作取得的成就表明，地方志承载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密相关、

不可或缺。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强国号）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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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1日印发

（共印 7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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