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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8月 27日

【特别关注】

“方志四川”顶端号位列 7月顶端政务号

活跃榜第一、月度自更好稿榜第三

2024年 8月 22日，顶端新闻发布《恭喜上榜！7月顶端政务

号排行榜公布》一文，“方志四川”顶端号位列“活跃榜”第一名、“月

度自更好稿榜”第三名。这是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办实施地方志事

业品牌建设、“方志四川”顶端号入驻顶端政务号平台后获得的首

次殊荣，意味着“方志四川”顶端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的构建稳步提升、日趋完善、形成合力。

该榜单由河南日报社和顶端新闻共同发布，统计周期为 2024

年 7月 1日—7月 31日。“活跃榜”评价方式为更新稿件活跃天数，

“方志四川”7月连续活跃 31天高居榜首，排在河南本地众多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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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之前。“月度自更好稿榜”评价方式为顶端政务优质内容指数，

由顶端算法结合作品传播数据，综合计算得出，“方志四川”顶端

政务优质内容指数为 3069.04，位列第三。

政务发布上顶端，“政”能量发力主战场。“方志四川”顶端政

务号于 2024年 6月入驻顶端政务新闻，截至目前已被阅读（收听）

10 万余次、获赞 9840 余次，持续深耕文化交流、合作推广等领

域。

“方志四川”顶端政务号是四川省地方志办新媒体矩阵“12 文

章号 10 视频平台 1网 1台 1刊 1 店 1馆 1云 1博”（方志四川微

信公众号、人民号、澎湃号、搜狐号、头条号、企鹅号、网易号、

百家号、时间号、一点号、大鱼号、顶端号，视频号、抖音、腾

讯视频、好看视频、优酷、微视、快手、爱奇艺、哔哩哔哩、小

红书、四川省情网手机版、喜马拉雅 FM电台、《巴蜀史志》期

刊电子版、微店、个人图书馆、四川方志云、微博）的一个内容。

近年来，“方志四川”新媒体坚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场，传播方志声音，传递时代正能量，以严

谨执着的精神，对发布在“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的所有文章（音

频、视频）精雕细琢，用心用情打造文化精品，影响越来越大。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累计访问量 14.01亿次，

累计关注用户数 47万名，有效提升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覆盖度

和影响力。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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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眉山市多措并举助力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工作

今年以来，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立足史志工作实际，

集思广益，多措并举，积极为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献计出力。

深度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市史志编纂中心作为记录地方历史、

文化、社会变迁的主要部门，为历史文化名城创建提供《眉山市

志》《中国共产党眉山历史》以及年鉴、执政实录等多部史志成

果；集中力量开展旧志抢救，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全市现存 21部旧

志影印、点校，申报的《开展旧志整理 传承地方文化》入选“四

川省地方志工作创新案例”；先后召开 3次眉山历史研讨会，组织

16名史志专家开展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研究，为历史文化名城的

创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依据眉山城市变迁和城市历史，

对三苏文化、长寿文化、泡菜文化、竹编文化、茶文化、藤椒文

化等特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高质量编辑出版《志说眉山》《史

知眉山》等 4部计 10万余字史志资料；联合各县（区）史志机构

进行深入调研，撰写《彭山忠孝文化保护、传承与运用研究》《关

于丹棱茶叶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等资政文章 10篇。

增强对创建工作的宣传。市史志编纂中心注重对城市历史和

文化的宣传，营造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浓厚氛围。通过修建眉山

史志馆，全面展示眉山历史和灿烂文化，为外界了解眉山这个古

老而新兴的城市提供新窗口。自 2022年 10月 18日开馆以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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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志办、省委第九巡视组等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队 246 个，

6421人次，范围涵盖江西、青海、浙江等 6个省 28个市（州）。

市史志馆对眉山历史文化宣传的成功经验被汇编成《以史为鉴守

初心 匠心实干开新篇——眉山史志馆建设运维下好“四步棋”》，

成功入选“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创新案例”并在全省方志系统推广。

结合市史志馆建设经验，市县联动、阵地共建，打通共享平台，

构建起市县（区）史志馆，镇（村）史馆，史志阅览室四级阵地

矩阵。寒暑假期间，市史志编纂中心联合团市委，以眉山史志馆

为基地，共同开展眉山史志馆“红领巾讲解员上岗活动”，接待暑

期托管班等团队及市民群众 10余批次、226人次参观，深受广大

学生家长和群众好评，用少先队员之声讲活史志故事、用活红色

资源、汇聚起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青春力量，助力历史文化名城

创建。市史志编纂中心联合市妇联组织开展“妇女学党史 奋进新

征程”主题活动，激发妇女工作热情，增强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历史文化名城创建贡献“半边天”力量。

全面参与创建及布展。市史志编纂中心积极完成历史文化名

城创建小组交办的工作任务，先后 3次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召

开的研究眉山市艺术中心城市展示区域展陈大纲资料收集、展陈

布展专题会议，从地方历史专业角度，提出布展意见。会后，市

史志编纂中心及时向展陈布展单位提供眉山建置沿革具体内容，

补充核实李密、张纲、彭祖、孙光宪等 18位名人生平简介，在现

有清嘉庆版眉州城图基础上，增加清乾隆版《清初四川通省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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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胜全图》中对应 6个县（区）的古舆图、民国 34年彭山县舆地

略图、1949年眉山城图等 8幅图片。下步，市史志编纂中心将继

续深入挖掘利用地情资源，全力配合眉山市艺术中心展陈布展工

作，有效助力眉山城市新中心建设，有力助推历史文化名城创建。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洪雅县推动史志信息工作“走心”“走实”“走新”

今年以来，洪雅县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加大史志领域意识

形态引导力度，建设史志阵地、深挖史志信息、聚焦史志宣传教

育，持续推动史志信息工作“走心”“走实”“走新”，发挥史志“育人、

资政”重要作用。

提高重视程度，推动信息宣传“走心”。一是高度重视史志信

息宣传工作，列入全年工作重点内容，全面提高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对史志信息宣传工作的思想认识，增强信息写作主动性。二是

制定详细的信息报送计划，明确每月、每季度信息报送数量。同

时，结合工作实际，提前谋划，深度挖掘史志资源，加强史志宣

传的深度和广度。

突出工作重点，推动信息质量“走实”。一是突出重点工作，

展现工作动态。围绕当前史志工作重点和中央、省、市关注的重

点热点信息，特别是紧扣史志“七进”活动开展情况、“七张名片”、

《执政实录》《洪雅年鉴》等重点工作，精准把握信息宣传的目

标方向，及时撰写信息。二是提炼具有突破性、创造性的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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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围绕洪雅方志馆建设工作动态、建馆经验，洪雅本地红色资

源保护和利用工作开展情况及洪雅史志阅览室建设和维护管理情

况等，从中提炼有价值的工作经验撰写信息。三是加强内容审核

把关。严格按省、市各级对信息报送工作的要求，规范信息上报

流程，认真落实“三审三校”，严把信息政治关、史实关、安全关。

立足创新宣传，推动信息内容“走新”。一是提升干部职工信

息写作能力。组织单位职工常态化学习国家和省、市、县重要会

议、重要文件精神，增强对时政信息和史志工作动态的学习和了

解，增强信息敏锐度、积累丰富的信息源。二是创新信息宣传方

式。做到内容新，把工作中的新进展、新经验、新成果作为信息

撰写的重要内容，使史志信息具有鲜活内容。做到采编方式多样

化，鼓励干部职工“走出去”，深入社区、联系村、图书馆、档案

馆等地收集信息素材，同时积极宣扬洪雅史志文化和红色资源，

以信息任务倒逼史志工作转型升级。三是用好信息宣传平台，讲

好洪雅故事。拓宽宣传渠道，灵活运用各类新媒体平台，把当地

的地情文化、提炼的经验做法、挖掘的特色亮点等史志信息，在“四

川党史文献网”“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史志眉山”“康养洪

雅”“山水洪雅”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

（洪雅县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古蔺县强化史志主题图书角建设

近年来，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古蔺县地方志编纂室）秉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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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育人、资政”职责使命，积极作为，在全县范围内推动申报创

建史志主题图书角。截至目前，已分三批次成功申报并创建泸州

市史志主题图书角 35个，其中省市县三级共建史志阅览室 6个，

并向各图书角赠送 2200余册图书资料，吸引 2万多名读者群体，

有效推动古蔺县地方志阵地建设深入发展。

积极申报创建，丰富书籍供给。将设有图书室的单位分为“机

关单位、村（社区）、学校”三类，对申报单位图书存量、管理情

况、利用效益等综合评估后，及时上报并公布创建单位，第一时

间配发标牌和配套书籍。配套书籍除市上赠阅书籍外，同时增配

市县编辑出版的史志书籍，保证每个史志主题图书角配发 70余册。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阵地管理。及时转发《泸州市史志主题

图书角申报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各图书角建立专门的“泸州

市史志主题图书角”书柜，并在显眼位置悬挂或摆放相应标牌。对

史志书籍登记造册，并公开陈列展示。此外，明确专人管理职责，

建立查借阅台账制度，确保图书资源账实相符。

弘扬红色文化，开展阅读推广。鼓励各单位积极申报创建史

志主题图书角，并结合红色故事演讲比赛等活动进行推广。古蔺

县委党校、彰德社区、太平镇、双沙镇等多个单位利用图书开放

日、主题党日活动等契机开展书籍推介和红色文化宣讲活动。古

蔺县图书馆和各中小学校在史志主题图书角专设红色书籍专栏，

为社会读者和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本地红色文化的平台。

（古蔺县地方志编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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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多举措推动史志信息工作提质增效

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以“三个注重”狠抓

史志信息工作质量，讲好安岳故事。

注重制度保障。构建主要领导统揽、分管领导主抓、各股室

干部具体负责的信息工作机制，坚持“先审查、后公开”和“谁报送、

谁负责”的信息责任制。

注重勤练善学。发挥业务骨干作用，围绕信息写作选题方向、

写作格式、报送规范等，一对一指导新人写作，面对面指出问题、

解决问题。宣教股不定期在工作群中分享全国史志工作动态信息，

供大家集体学习，营造积极的信息学习写作氛围。

注重多方联动。积极组织进修班、专题培训班，进一步开阔

视野、拓宽思路、提升业务能力。邀请其他部门信息写作人员开

展指导、分享工作经验，不断提升干部职工信息写作水平。

（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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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7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