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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6月 4日

【特别关注】

学习先进经验 助推村志编修

四川省参加全国村志编修工作经验交流会

暨全国村志编纂业务培训班

5月 29—30日，全国村志编修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全国村志编

纂业务培训班在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召开。会议由中国地方志工

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志办）主办，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

公室、邢台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共宁晋县委、宁晋县人民政府承

办。中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作书面讲话。四川省地方志工

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出席开幕式。

陈文学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与村志编

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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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有关要求，总结交流全国

村志编修工作经验，高质量推进村志编修，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北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

省 6个省（区），北京市丰台区、天津市西青区、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静安区、安徽省六安市 6个市（区），

邢台市宁晋县、石家庄市鹿泉区、浙江省嘉善县、湖北省保康县、

四川省珙县、遵义市播州区 6个县（区）作大会交流发言。珙县

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林以《六个一”工作法 推动村志编纂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题，交流了“六个一”工作法（一库：建立一个村

志编纂人才信息库；一堂：一节量体裁衣式课堂；一图：一张挂

图，实行挂图作战；一策：一村一策；一督：一月一督导；一审：

建立一套质量审核机制）。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村志编纂工作经验作书面交流。

会议邀请专家就村志编纂业务进行授课，并对中国名村志文

化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说明。与会人员参观了宁晋县村史村志总馆

及部分镇村村史村志编纂工作站，观看了村志成书过程及村志编

修成果。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及相关处室，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珙县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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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经验交流会和业务培训会。

（省地方志办）

江红英率队到交通运输厅调研志鉴编纂工作

为切实加强对省直部门志鉴编修工作指导，5月 30日，省地

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江红英率队到交通运输厅调研志鉴编修

工作，听取对第三轮《四川省志》组织模式、规划编制等建议意

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洪波出席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上，江红英指出，第三轮《四川省志》编修即将启动，

省地方志办正广泛开展调研交流、意见征求工作，希望交通运输

厅认真总结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为省地方志办科学编制第三轮

《四川省志》编纂方案提供新思路、好点子；省地方志办将综合

其他部门（单位）意见，认真研究、多方论证，抓紧做好方案编

制，为启动第三轮《四川省志》编修打好规划基础。她建议，交

通运输厅可结合实际适时启动资料收集、人员培训、篇目编制等

工作，为高质量开展第三轮《四川省志·交通运输志》编修夯实

基础；同时，编纂丰富多样的史志书籍，客观记录和生动展示近

年来四川交通运输行业在着力构建“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

枢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文旅

繁荣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瞩目成就。

胡洪波表示，编史修志是我国优良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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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的重要文化工程，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之事，对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交通运输厅始终高度重视、大力

支持交通史志工作，在高质量完成第一、二轮《四川省志·交通

志》基础上，先后编纂完成全面系统反映蜀道数千年变迁发展的

系列史、志和地情资料，填补了四川长期以来无交通专业史的历

史空白，留下了四川交通发展变迁史上精彩纷呈的华章。下一步，

交通运输厅将在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在做好第三轮

《四川省志·交通志》谋划同时，进一步挖掘全省交通史志资源，

忠实记录全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轨迹和伟大成就，为推进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交通人的智慧和力量。

调研结束后，江红英参加了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党支部、

交通运输厅交通史志总编室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传承‘两路’精

神 凝聚奋进力量”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并代表省地方志

办向交通运输厅和川藏公路博物馆赠送《九寨沟图志》《蜀韵纪

事》及《巴蜀史志》部分专刊增刊等志鉴成果。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市召开微方志馆工作现场推进会

5月 30日，成都市微方志馆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成都市双流区

葛陌社区召开。会议对《2024年市政府民生实事（方志文化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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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分工方案》进行解读，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金

牛区、双流区、温江区、彭州市、锦江区作经验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建设微方志馆是全市地方志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推进方志文化进基层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今年，

微方志馆建设首次被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目标，充分体现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全市地方志系统要增强做好微方志馆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微方志馆更多方志内涵，让群众可

感可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方志文化精神需求。要认真落实《成

都方志馆分馆及社区微方志馆暂行管理办法》《2024年市政府民

生实事（方志文化惠民）目标任务分工方案》相关要求规定；加

快打造示范微方志馆，构建服务基层群众的工作体系；健全全市

微方志馆动态管理机制，加强经验交流，压实区（市）县地方志

工作机构对微方志馆的管理督导责任。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安市编印《广安扶贫志编纂资料汇编》

为有序推进《广安扶贫志》编纂工作，保证编纂质量，广安

扶贫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编印《广安扶贫志编纂资料汇编》，发

放至 140余个《广安扶贫志》编纂责任单位供学习借鉴。

《广安扶贫志编纂资料汇编》共 9个部分 9万余字，主要内

容为各级地方志部门关于扶贫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中国扶贫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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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行文规范、质量标准，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我国扶贫的重要

历史阶段及扶贫志编纂参考资料目录等。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雅安市有序推进《雅安扶贫志》编纂

自 2024年 4月《雅安扶贫志》编纂工作启动以来，雅安市地

方志编纂中心迅速有序推动《雅安扶贫志》编纂工作。

一是收集档案资料。编辑室第一时间入驻市档案馆，查阅全

市扶贫工作相关档案，收集整理扶贫总结、报告、规划和方案以

及县（区）、重点扶贫单位资料，共计 3万余份。

二是修订编纂大纲。通过资料收集和意见征求，厘清雅安扶

贫工作脉络，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大

纲，共设 12篇 48 章 153节，做到内容完整、条理清晰，突出雅

安特色。

三是明确任务分工。收集汇总各参编单位对“任务分解表”

的意见 32条，并一一作沟通协商，对任务分解再作修改调整，确

保编纂任务与部门职能职责准确对应。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眉山市建立市直部门大事记报送制度

6 月 3 日，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印发《关于开展市



— 7—

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写报送工作的通知》，建立市直部门（单

位）大事记报送制度。从今年起，由眉山市史志编纂中心牵头编

纂出版《眉山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全面、系统、科学记

录年度市直部门（单位）的奋进姿态和突出贡献，为政务决策、

经济咨询、文化交流奉献堪存堪鉴成果。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武胜县发挥资源优势积极资政辅治

近年来，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地方文化氛围营造以及历史文化挖掘与

保护工作，为武胜县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

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积极挖掘武胜县地情资源，深入研

究武胜县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情况，为武胜县白鹤

观体育公园、叶家山公园规划建设工作和高速公路出入口文化打

造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助力武胜的文化内涵和城市形象提升。

助力龙女湖中学文化建设。结合新建的龙女湖中学的定位和

发展目标，通过对武胜地方文化和教育资源深入挖掘和提炼，将

武胜历史人物、杰出人士及历史故事与校园文化相融合，使龙女

湖中学的校园文化更具武胜特色。

助力沿口古镇开发建设。深度参与沿口古镇建设项目，对古

镇历史沿革、建筑风格、民俗风情等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为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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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设计、保护开发等工作提供指导和参考，助力沿口古镇重

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攀枝花市仁和区助力芒果展览馆改造提升

仁和芒果展览馆是目前全国唯一以芒果产业为主题的“芒果

历史展览馆”。今年以来，攀枝花市仁和区地方志工作事务中心

积极支持混撒拉村芒果展览馆展陈改造提升，主动提供与芒果产

业发展历史、攀枝花开发建设历史、仁和区历史等相关图文资料，

参与展陈大纲审核把关，助力将芒果展览馆打造成为展示仁和地

方文化、发挥存史育人作用的窗口。

（攀枝花市仁和区地方志工作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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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4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