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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省地方志办副主任江红英应邀出席

“传承发扬三线建设光荣传统 助推绵阳科技

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

6月 25日，“传承发扬三线建设光荣传统 助推绵阳科技城高

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举行。会议由中共绵阳

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

院、中共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梓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主办。

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韩贵钧

主持会议。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进宝，梓潼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李慕婵分别致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陶利辉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江红英应邀出席会议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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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江红英以《三线建设对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启示》

为题作主旨发言。她指出，三线建设是 20世纪我国在中西部地区

被称为“三线”的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

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奇迹，与今天我们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

腹地密切关联。一是三线建设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大举措，

作为 20世纪 60年代为应对战争威胁、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旨在建设好当时被称为战略大后方的国家战略

腹地。二是三线建设达成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目标，使中国广大

内陆地区逐步建成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

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国家战略腹地，逐

步改变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

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构筑和夯实了我国国防安全基石，构筑起

支撑国防安全的完整体系。三是三线建设为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

建设留下重要启示：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

力量办大事优势；二要高度重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筑牢国防安

全基础；三要树牢国家战略腹地意识，把自身优势与国家战略腹

地建设需要相结合；四要科学决策、合理布局、统筹协调，实现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五要向三线建设者学习，大力弘扬

三线建设的宝贵精神。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作交流发言，就三线建设对绵

阳城市建设、产业经济和创新发展等方面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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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利用绵阳三线建设资源，助推绵阳科技城高质量发展提出

对策建议。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绵阳市直有关部门、有关高

校及科研院所、绵阳市所属县（市、区）党史研究工作人员及相

关专家学者 40余人参加研讨会。

会后，江红英一行参观了四川两弹城博物馆、航天科技馆和

两弹元勋邓稼先百年诞辰纪念展，并就相关工作进行了调研。

（省地方志办、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市州动态】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成都举办第二届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活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发挥地方志育人功能，4

月至 6月，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共青团成都市委、

成都市少工委开展第二届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活动。此次

活动 4 月 3 日启动，6 月 18 日落幕，其间吸引成都 1600 余所中

小学校学生参与，参加线上知识答题的学生超 20万人次，相关线

上学习超 100万人次，活动报道全网浏览量超 5000万人次。活动

产生第二届“蓉城红领巾小史官”200名，优秀指导老师 184名，

优秀组织单位 22个。

4月 20日，在线答题活动开启。本次线上答题随机从题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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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 12题。题库 1200余道题目涵盖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大事，成

都修志传统、历史名人、自然地理、文化遗产等多方面。活动吸

引 20万人次参加在线答题，让少年队员们在一次次作答中，充分

感受到方志文化的独特魅力。

线上答题开始前，主办单位在“成都方志”“成都红领巾”等

微信公众号上，以轻松活泼的语言，分类汇总的方式为少先队员

们提供了 20期成都历史文化知识专题“微课”，得到广泛关注，

仅“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就达 46 万+。同时，线下

开展 100 场历史文化知识校园讲座在成都市中小学全面铺开，让

国情、省情、市情知识走进中小学课堂。

根据安排，200 名“小史官”后续将分批次参观研学成都方

志馆，拍摄“小史官讲成都”系列短视频进行展播，陆续参与到

成都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活动中。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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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7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