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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全面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四川省地方志系统深入推进史志育人新实践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24

年 4 月 19日，一场以《〈华阳国志〉与古蜀文明》为主题的“四

川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高校行”活动在四川大学江安图书馆明远

学堂举行。四川大学师生代表、省地方志办相关人员 130 余人参

加活动。现场互动问答环节氛围热烈活泼，神秘的古蜀文明照亮

探寻文化根脉之旅。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地方志被誉为“一方之

全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存史、育人、

资政”的重要功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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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地方志“育人”功能，2019

年 11月以来，省地方志办先后在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川渝两地

18 所高校设立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以此为平台，开展“四川

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高校行”活动，在全省积极探索史志育人新

实践，让史志文化以生动鲜活的模样走入高校，提高史志文化教

化育人实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2023年 6月 8日，省地方志办在西华师范大学开展题为《走

进方志》的首场宣讲。2023年 10月 23日，一支由全省地方志部

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地方志专业人才、文史专家、地情文化研究

者组成的四川省方志文化宣讲队正式成立。2023年 12月 19日，

省地方志办印发《“方志文化进高校”宣讲活动实施方案》。截至

2024年 7月底，省地方志办先后在阿坝师范学院、西华大学、四

川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内江师范学院 6所高校

相继主办一系列史志文化宣传专场活动，开展宣讲 9 场，其中 6

场通过“方志四川”视频号同步直播，受到现场 2000余名大学生热

烈欢迎，10000余名线上观众频频点赞。

2024 年 3 月 29 日，省地方志办、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全省教育系统史志文化宣传工作的通知》。2024年 4月至 6月，

成都开展第二届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活动暨第七届红领巾故

事会历史文化知识系列讲座，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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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泸州、德阳、



— 3—

绵阳、广元、乐山、南充、广安、眉山、资阳、甘孜等地积极开

展“史志文化进校园”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地情文化，激发学史探源兴趣，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同时，省地方志办顺应新时代网络发展趋势，倾力打造四川

省情网，精心维护“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及系列新媒体，推出“四

川方志云”，免费提供数字化电子版志鉴图书 3520 余部，为地方

志“以志育人”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途径。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

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志润心，育才铸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四川省地方志部门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高质量抓好记录伟大时代这一“存史”

工作的同时，深入推进修志为用，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己任，大力加强开发利用和宣传弘扬，擦亮“四川方志大讲堂”

品牌，在持续的宣讲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浸润青年一代，

为培养“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贡献方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市新津区聚众合力挖掘传播方志文化

今年以来，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办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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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中志办和省、市地方志办工作部署，围绕“紧贴群众需求

干事业”要求，坚持“民有所需、志有所为”导向，通过打造“三支

队伍”、建立“两套机制”、营造一种环境，聚众合力挖掘传播方志

文化，推动地方志“飞入寻常百姓家”，全区志鉴意识进一步增强，

方志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打造“三支队伍”，让方志事业有人干。区地方志办围绕解决

方志文化人才不足的问题，坚持多维度发力，积极打造文稿编撰、

地情挖掘、宣传宣讲“三支队伍”，聚集一批方志文化专业人才。

一是聚焦文稿撰写，打造一支有功底、有爱好的“妙笔生花”队伍。

针对地方志文稿从哪里来的问题，区地方志办采取激励方式发动

办内人员参与文稿撰写，同时积极组织作家协会等团体以及史志

爱好者共同参与。目前，已初步形成一支由史志爱好者 13人、省

市区作协 14人、办内人员 7人组成的方志文稿撰写队伍。二是聚

焦地情挖掘，打造一支讲情怀、能担当的“挖矿找宝”队伍。坚持

把深入挖掘和搜集整理在地文化资源作为推动新津方志文化繁荣

的重要途径。组织办内人员从旧志文献、部门志、行业志和乡镇

志中利用开发地情资源。鼓励作协作家围绕地情史实开展文学创

作。动员广大方志文化爱好者多渠道搜集和挖掘新的本土历史文

化资源。三是聚焦宣传宣讲，打造一支高素质、接地气的“移动喇

叭”队伍。强化方志文化传播推广，围绕史志“七进”活动，区地方

志办打造“志在课堂”宣传宣讲平台，开发《新津简史》《古蜀宝

墩文化》《西蜀文化名山修觉山》《新津出土文物精讲》等 1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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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课程。今年以来，已经深入学校、社区、园区开展“志在课

堂”19期。

建立“两套机制”，让方志事业有人愿意干。新津区地方志办

围绕让各类编撰人员留得住、愿意干，坚持从制度机制入手，积

极探索建立文稿选题沟通和稿酬梯次激励机制，让编撰人员能够

发挥所长，踊跃投稿有干劲。一是建立文稿选题沟通机制。区地

方志办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商讨相结合，根据全区中心工作、重

大活动或时间节点策划专栏选题，及时与文稿撰写团队沟通专栏

内容和相关要求，确定撰稿人。及时推出“应时而食”“城市记

忆”“烟火新津”等主题专栏。加强与史志爱好者交流，结合实际策

划选题，由史志爱好者牵头组织人员撰写专栏，策划推出“逛世

园·识新津”“诗游新津”等特色专栏。二是建立稿酬梯次激励机制。

针对基层地方志供稿渠道狭窄、人员有限等问题，区地方志办探

索优化稿酬激励机制，通过参考借鉴各方经验做法，明确文稿撰

写基本稿酬标准，同时将稿酬发放与推文阅读量进行挂钩，激励

编写人员提高文稿质量水平、扩大文稿传播范围。

营造“一种环境”，让方志事业有人愉悦干。区地方志办围绕

让更多的方志文化专业人才在地方志乐意干、愉快干，从营造氛

围入手，积极创造有感有获、心情愉悦、认同尊重的干事氛围。

一方面，积极争取作者文稿社会效益最大化，积极向省市地方志

办、学习强国等平台推介文稿，提升能级，扩大社会影响，增强

作者获得感。今年以来，已撰写文稿 136篇，被省市地方志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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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9篇次、学习强国 13篇。另一方面，在每年年底开展“好文稿”

评选，按照理论文章类、地情资料类、文学创作类分别评选最佳

文稿，并评选方志文化优秀供稿者、首席供稿者，提高作者荣誉感。

（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办公室）

红原县培根铸魂以志育人

近年来，红原县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能，

深挖文化资源，创新文化驱动，建强文化阵地，打造文化品牌，

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探索

具有红原特色的史志育人新路径。

深挖文化资源，“百姓志书”传承红原记忆。围绕重要历史节

点、重大历史事件，深挖本土文化资源，编纂老百姓自己的志书，

传承一方记忆。一是倾力打造重大志书。聚焦志鉴编修主责主业，

编纂出版《红原县志（1949—1991）》《红原县志（1992—2005）》，

完成《红原县扶贫志》资料收集编纂工作，指导编纂《红原县政

协志》《红原县人大志》《红原县藏文中学志》和 10座寺庙志。

二是有序编纂乡镇志、村志。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

2023 年 12 月率先出版《邛溪镇志》《玛萨村志》，目前已完成

《龙日镇志》《瓦切镇志》《龙日坝村志》《德香村志》《日干

村志》编纂工作。三是积极丰富特色丛书。立足红原极具特色的

历史文化、山川美景、民俗风情等，编纂《红原文史丛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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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红原卷）》等。

创新文化驱动，“数字史志”传播红原声音。顺应新时代网络

发展趋势，全力推进史志数字化建设，为“以文育人”提供更便捷、

高效的途径。一是推出“红原史志”微信公众号。开设史志典籍、

史志图像、史志视频等专栏，将传统纸质史志文献资料转化为数

字化文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发布藏语语音讲解和藏语

短视频以及藏文版志书等具有牧区地域特色的史志文化栏目，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方志力量。二是首创志书电子扫码

阅读方式。严格落实地方志书编纂出版相关规定和要求，扎实推

进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并在全州内首创志书扫码阅读方式，

从传统纸质阅读方式向电子阅读方式转变，实现“一卷在手”向“一

屏万卷”转变。

建好文化阵地，“史志场馆”展现红原魅力。主动作为、广开

思路，多措并举推进方志文献馆、史志阅览室建设。一是建好方

志文献馆。立足地域位置、人口分布、特色现状等，2023年建成

红原县方志文献馆，全面展示县域自然、政治、经济等状况。方

志文献馆设收藏保护区、展览展示区、学术交流区、信息技术区

等区域，馆藏志鉴文献、本土文献、省市州文献等 14类分区文献

书籍 10 万余册。二是建好史志阅览室。采取“项目带动、部门联

动、乡镇互动”的方式，在玛萨村、玛萨寺、藏文中学、格玛村、

县图书馆统筹建成 5个史志阅览室，常态开展史志宣传和研学活

动，将史志阅览室打造成地方历史文化对外宣传、对外展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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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阵地和窗口。

打造文化品牌，“特色活动”讲好红原故事。坚持从小处着眼、

难处着手，大力推进移动课堂、设置特色课程、拍摄口述历史，

催生多种题材百花齐放。一是开通移动课堂。立足宣讲对象地理

位置分散、人员结构复杂、喜好不一等情况，采用“现场宣讲+发

放宣传资料+现身宣讲”“藏汉双语宣讲”等模式，开通“大篷车”移

动课堂，深入全县各乡（镇）、村（社区）开展送学活动 100余

次，参与党员 400 余人。二是设置特色课程。结合史志“七进”活

动，精心打造地情课，从人口迁徙、地理位置、红军长征过草地

等方面讲述红原历史。三是拍摄口述历史纪录片。用通俗易懂、

喜闻乐见的方式，深挖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生动反映红原游牧文化交流交融的进程和社会变迁，以及红军长

征过草地的历史。现已拍摄《红色草原》《红原马术》《英雄扎

江》等口述历史纪录片、地情短视频 10余部。

（红原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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