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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巴蜀史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专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召开

7月 5日，省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巴蜀史志》“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专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

主任陈建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

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巴蜀

史志》顾问李后强出席会议。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

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陈建春指出，编辑出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专刊是今年省地方志办期刊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扛牢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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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反映 75年来四川在砥砺奋进中繁荣发展的辉煌历程、可喜成

就和宝贵经验，进一步激发四川各界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无畏勇气

和巨大热情；编辑部要在专刊定位、编辑角度、栏目设计、重点

把握、图片选取等方面加强与各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确保编辑

出版一期经得起历史和社会检验的又一精品期刊。

李后强认为做好专刊编辑对存史、育人、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并提出三点建议：一要把握一个时间节点，在《巴蜀史志》“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特刊的基础上，重点记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至 75 周年期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与成

就；二要明确两个目标任务，突显史志工作视野，为各级党政机

关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为读者传递思想力量；三要突出三个关键

词，梳理历史发展脉络，找准发力点，专刊重点体现在高质量发

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四川实践路径。

会上，编辑部介绍了专刊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及目前对专刊的

思路方向、框架设计、栏目内容和下一步编辑工作的重点难点任

务。与会人员围绕专刊定位、栏目设置、稿源获取、文稿选择、

视野视角、特色亮点、重点责任等进行讨论。会议进一步优化细

化了专刊编辑突破创新的切入点，质量提升的着力点，并明确编

辑出版的时间安排和任务分工。

《读城》杂志总编韩毅及省地方志办政策法规宣传处、天下

志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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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陈建春向李后强赠送了《九寨沟图志》《巴蜀史志》“三

苏文化”专刊、“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刊等史志书刊。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德阳实施三举措推动史志工作实现新发展

今年以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结合全市工作实际，以加强

史志人才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以提高工作能力为着力点，以提升

史志工作质效为目的，推动史志工作实现新发展。

加强培训，夯实史志工作的智力基础。3 月，在全市党史工

作会上，通过以会代训的方式，对 100余名参会人员开展《地方

志工作条例》专题培训。4月 18日，召开约 120名人员参加的全

市史志业务工作培训，邀请全国知名史志专家来德授课。6月 26

日至 27日，邀请 3位省史志专家到德阳，就大事记编写、史志成

果转化和史志宣传信息报道开展专题培训。同时，安排市、县两

级史志部门干部到延安、泸州参加培训，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志著作编写、红色遗址遗迹保护等课

程，提升干部职工做好史志工作的能力。

深化研究，提高史志研究成果的质量。开展“三线建设与城市

发展”征文活动，征集了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的论文，编印出版《三

线建设与城市发展论文集》，并于 4月 25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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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6 位获奖者作交流发言。通过这一形式，进一步深化德阳地

方志研究，推出一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优化协作，汇聚史志工作的更多力量。积极组织市史志学会

会员参与史志课题研究，近 30名会员参与了德阳三线建设、中江

沼气制取、广汉农村改革、天府数谷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形成的

研究成果在深度、广度、角度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分批

次召开 56个重点市直部门参加大事编写座谈会，进一步提高了大

事记采写编发的质效。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编发大事记 10期，

约 10万字，大事记的内容、形式和发送范围都有了新提升和扩大，

得到市领导充分肯定。组织党史、文旅、档案、保密、统战、文

史等相关方面 10位专家，对《四川省红色遗址普查成果征编（德

阳卷）》进行审读，实现了专项审读、交叉审读和研讨式审读的

结合，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112条，保证了著作编纂质量。

〔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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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8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