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62期（总第 667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5月 30日

【特别关注】

赵行带队赴江苏吉林调研地方志工作

为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全面提升四川志鉴编纂出版质量，5

月 21—24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率

调研组一行 10人赴江苏、吉林学习调研。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专

家组部分成员及相关人员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与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开展座谈交流。江苏、吉林两省围绕中国精品年鉴、

省级精品年鉴的创建，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完成情况

和推动过程进行交流。江苏就精品年鉴框架结构创新、内容选择、

图片选材设计等进行了重点交流；吉林就利用吉林省地方志资源

开发项目推动全省地情资料开发、地方志编纂做法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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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赵行从四川省精品年鉴的推动和乡镇（街道）志

村志编纂推进及质量提升等，分别向两省简要介绍了四川情况，

对江苏省地方志工作的先进理念、创新做法和丰富成果表示赞许，

对吉林省在创建中国精品年鉴工作中参与早、成果多、培养了一

大批专家表示钦佩。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江苏省方志馆、南京市方志馆和长春市方

志馆，从方志馆建设、展陈布置、地方志文献收藏整理、史志资

料收集等方面，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

调研期间，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左健伟，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云鹤先后

会见了调研组一行；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

副主任桑荟，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圣祺，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汤林平，两省

地方志办机关处（社）相关人员参加调研、座谈或交流。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乐山市出台年鉴编纂出版规范

为规范全市专业（部门、行业）年鉴编纂出版工作，5月 28

日，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印发《乐山市专业（部门、行

业）年鉴编纂出版规范（试行）》，要求市直各部门（单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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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编纂年鉴。

《乐山市专业（部门、行业）年鉴编纂出版规范（试行）》

共 6章 39条，明确专业（部门、行业）年鉴编纂出版应遵循的指

导思想、法律法规等，对年鉴框架、资料、内容、出版 4个方面

作出详细规范和明确要求，确保年鉴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

翔实、记述准确、编写规范。

同日，乐山市建立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报送制度，明确

从今年起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牵头编纂出版《乐山市直部

门（单位）大事记》，一年一册。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广元市组织开展视频宣传赋能培训

为提高史志干部利用新媒体的工作能力，讲好广元史志故事，

5月 21日晚，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中心）邀请市

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杨燕、采访部主任王田、采访部副主任侯小兰

进行专题授课，对全市史志系统人员进行视频宣传赋能培训。

培训会上，3 位老师结合视频实例和拍摄经验，从短视频选

题、写稿、拍摄、制作多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授短视频创作方

法和技巧，为史志工作者做好新媒体传播和运用提供了新的方法

和思路。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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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三举措”开展镇村志编纂工作

为确保镇村志编纂工作的质量和进度，传承弘扬乡村文化，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通过“三举措”稳步推进全市镇村志编纂。

一是科学规划，明确目标。2024年初，市地方志办开展摸底

调查，实事求是做好规划引领，全市共规划编纂乡镇（街道）志

22部、村（社区）志 10部，截至目前，已出版 8部。

二是实地指导，综合审查。市地方志办深入村（社区），教

资料收集方法、教篇目设置、教行文方法，从源头上确保镇村志

编纂质量。

三是座谈研讨，以会带训。市地方志办采取面对面座谈的方

式，与镇村负责人、总纂稿人共同探讨镇村志的篇目设置，深度

挖掘本土名人、特产、遗址遗存等特色资料。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蓬溪县及乐山市沙湾区、犍为县、夹江县

对地方志工作提出要求

5月 21日，蓬溪县召开第 11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全国全省全市史志系统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

要求，全县史志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存史、育人、资政”历史使命，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推动建立红色润心、书法修心、孝道爱心、廉洁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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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舒心、本草仁心“六心”文旅体系。要加大旷继勋蓬溪起义

等红色文化、“孟宗哭竹”“丁兰刻木”等优秀传统文化，席书、

张鹏翮等廉吏文化、“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山水文化、《本草

纲目》诞生地本草文化、麦秆画等非遗文化研究力度，拓宽地情

资源利用深度与广度，加强史志资料收集、整理、运用工作。要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旷继勋蓬溪起义 95 周

年契机，切实抓好年鉴、乡镇村志编纂，史志“七进”和宣传等

工作，进一步擦亮“红色书乡、本草蓬溪”地域名片，为加快建

设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和“锂电之都”拓展区，打造川渝毗邻地

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史志力量。

5月 23日，乐山市沙湾区九届区委召开第 117次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全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等，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质量落实《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条例》，进一步抓基础、创特色、造亮点，再接再厉、再

立新功。对尚未编志的区直有关部门，务必要在 2024年启动编志

工作。各乡镇（街道）、区直各部门“一把手”要加强领导，坚

持“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抓落实。区地方志办（党史研究室）

要实时对各单位地方志工作推进情况加强督导、严格考核、及时

通报。

5月 27日，犍为县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全市地方

志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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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

深刻把握地方志工作的功能定位，坚定扛起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

任担当。要认真梳理省、市最新部署要求，以“清单制+责任制+

时限制”推进各项工作，全力做好年鉴、乡镇志、村（社区）志

等志鉴编纂工作。要加大史志宣传力度，积极推进史志“七进”

示范点、村（社区）史馆、史志阅览室建设。要牢固树立“大方

志”理念，扎实抓好史志研究、志鉴编修、史料保存等工作，力

争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编纂更多精品佳志，推动全县地方

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月 24 日，夹江县人民政府召开县政府第 74 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全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

实意见。会议要求，要以实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为契机，

将学习宣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纳入全县各镇（街道）、

各部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年度工作

计划，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要精心编

鉴修志，按期编纂出版《夹江年鉴》，建立县直部门（单位）大

事记年报制度，常态化编纂出版《夹江县大事记》，统筹推进部

门（行业）志、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深化旧志整

理和保护利用，高质量编纂《夹江简史》等史志地情书籍，推进

史志成果进“两会”。要深化史志宣教，推进村（社区）史馆、

数字党史馆、数字方志馆、史志阅览室建设，用好史志网站和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加强党史纪念设施审核把关，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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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馆、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等各类红色资源，开发一批党史“微

党课”，探索开设方志大讲堂；持续推进史志“七进”工作，指

导协调 909基地申报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工作。要把“以史资

治、服务社会”作为根本任务，聚焦文化强县旅游强县建设，深

挖夹江特色文旅资源，发挥以史促旅、以文塑旅作用，为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夹江新篇章贡献史志力量。

（综合蓬溪县及乐山市沙湾区、犍为县、夹江县地方志部门信息）

杨昌洪听取广元市利州区地方志工作汇报

5月 23日，广元市利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昌洪专题听

取地方志工作汇报。杨昌洪要求，要切实抓好志鉴编纂工作，精

心组织《利州年鉴（2024）》《利州扶贫志》编纂工作，紧盯时

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精品意识、质量意识贯穿编纂

工作全过程，确保打造出人民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志鉴；

要加强史志宣教，广泛利用微信、抖音、史志阅览室等平台，深

入挖掘、广泛宣传利州本土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讲好利州故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固树立“三个服务”

意识，把“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作为根本任务，围绕区委区政

府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重点项目等，研究撰写有价值的资政

建议。

（广元市利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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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嘉陵区启动全区碑文石刻考录工作

为挖掘嘉陵古迹信息，让历史文物说话，5 月初，南充市嘉

陵区地方志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启动全区碑文石刻考录工作。

考录工作中，通过对全区范围内现存可考的墓志铭、墓碑石

刻、界碑碑文、古代禁碑、建筑楹联、御赐官文等进行实地踏勘，

采取拍照、拓印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分类建立信息台账。同

时，组建考录团队，对踏勘成果进行分类综合分析，多方考证，

精准点校，形成碑文石刻考录成果。下一步，将依托考录成果编

纂出版《嘉陵区碑文石刻考录》地情书，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坚

实基础。

（南充市嘉陵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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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30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