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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广安市全力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

为充分发挥史志阅览阵地教化育人功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提高地方志服务群众能力，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积极推进

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史志阅览室建设工作。

截至 8月底，广安市已建成史志阅览室 40个，总面积 1986平方

米，收藏史志书籍 1.1 万余册，在促进人民群众了解风土民情、

传承乡村文脉、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精心选址布局，提升点位示范性。依托文化站、图书馆等现

有公共文化设施，对史志阅览室布局进行统筹谋划，选择基础条

件好、文化氛围浓、示范辐射强的乡村文化阵地进行设置。例如，

蛇龙书院史志阅览室设置在集旅游、研学一体的神龙山景区；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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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村史志阅览室设置在华蓥市“三展一馆”综合性教育基地附

近，有利于吸引人群，充分发挥广安优秀历史文化的教育功能。

创新展陈模式，提升阅读体验感。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市图

书馆联合打造集展览、馆藏、研讨、阅读于一体的史志阅览室，“书

面阅读+展陈体验”正成为宣传广安优秀历史文化的新模式、新平台。

充分利用节假日、农闲时节，邀请史志专家为群众讲授乡镇志、村

史，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史志文化进村落”宣教活动，为

推进乡村德治建设、人民群众常态化学习史志知识作出更大贡献。

严格筛选图书，提升阵地规范性。健全完善史志阅览室管理、

服务等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制度落实、职责落实、人员落实。对

在库书籍及展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守牢

文化宣传高地。强化史志阅览室与各个文化部门的交流合作，丰

富史志阅览室藏书种类和数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阅读选择，

不断提升乡风文明水平。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凉山州积极推进镇村志编纂工作

今年以来，凉山州史志办公室认真落实州委《关于〈贯彻落

实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重要部署责任分工方案〉任务清单》的安

排，把深入推进乡镇（村）志编纂作为“保护传承农耕文明，加大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利用力度”

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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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一轮编纂规划。认真总结上一轮编纂工作经验，围绕

任务清单核心要求，实现编纂规划与“历史文化底蕴相对深厚、发

展条件和辐射带动相对较好的地区”相结合、与“州、市县工作重

点发展区域”相结合，动态调整，暂时将不适宜编纂的乡镇（村）

调整出来，集中力量、加快推进优势乡镇（村）的志书编纂工作。

全州规划编纂乡镇（街道）志 176部、村（社区）志 76部。

树立编纂标杆促交流提高。认真总结上一轮编纂成果较好的

会东、冕宁、喜德、雷波、木里、甘洛等县（市）的编纂工作经

验，推动县（市）间平衡发展。同时把雷波县《黄琅镇志》、喜

德县《冕山镇志》作为创新工作试点，纳入 2024年度州政府对地

方志工作的创新考核内容。2024年，全州在编乡镇（街道）志 32

部、村（社区）志 20部，计划出版乡镇（街道）志 17部、村（社

区）志 15部。

（凉山州史志办公室）

华蓥市“四注重”推动年鉴编纂工作上台阶

今年以来，华蓥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通过“四注重”方

式提升年鉴征、编、宣、审工作质效，推动年鉴编纂工作上台阶，

助推了华蓥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注重广征，强化资料质量“不减退”。在广泛征集资料基础上，

突出翔实、充分，夯实年鉴编纂工作的基础。持续征集文字资料

50余万字、图片 200余张、各类表格 30余个、重要文件 2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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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改善年鉴编纂资料匮乏，提升年鉴内容的全面性。

注重精编，强化编纂成果“出精品”。专题学习年鉴编纂的框架、

体例、内容、格式等方面要求，精准制定编纂大纲。及时收集保存、

整理核实资料，保证资料的完整、系统和准确。严格遵循编纂规范，

科学统筹内容，精心编纂书稿，合同约束印制出版，力争编纂出精品。

注重宣传，强化宣传教育“树引领”。2024年，依托“世界读书

日”，与市图书馆开展地方志书籍推介活动。与双河街道蓥西新城

党群服务中心、永兴镇河心村共建史志阅览室 2个，捐赠史志图

书 1000 余册。开展史志“七进”活动 10次，“蓥山史志”微信公众

号推送史志信息近 80篇，提升地方志的宣传面和知名度。

注重核准，强化年鉴审核“出入关”。严格按照“三审三校”原

则，纵向严把年鉴篇目设计关、资料征集关、初稿撰写关、印刷

出版关，横向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保密关、文字关，发动全体

干部职工参与年鉴编纂工作，营造“全员办鉴”工作氛围。

（华蓥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巴中市巴州区“四举措”推动年鉴编纂提质增效

巴中市巴州区史志研究中心把综合年鉴编纂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着力在提升编纂质量、提高年鉴价值上下功夫，在突出时代

特点、打造地方品牌上求突破，探索出一系列高效、创新的编纂

经验，为巴州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深耕细作，全面采集资料。坚持“开门办鉴”理念，广泛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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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提供年鉴资料，加强沟通协调，细化征集要求，全面收集

巴州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数据、事件和成就，从源头提高年鉴

稿件质量。建立年度常规性资料收集整理机制，密切关注巴州政

府网、巴州新闻网，利用网络资源收集年度大事要事，收集重要

文件、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相关资料，减少基础资料遗漏缺项。

匠心独运，创新编纂思路。在保持年鉴体例规范的基础上，

不断求新求变，深入挖掘巴州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梳

理大事、要事、新事、特事，与时俱进调整框架条目，着力彰显

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做到年鉴内容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同时，

积极探索数字化编纂路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编纂效率和质

量，为年鉴编纂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精益求精，强化质量把控。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将质

量把控贯穿于年鉴编纂全过程。建立严格的审校机制，对年鉴内

容反复推敲、多次修改，通过多轮次、多角度的审核把关，确保

年鉴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注重装帧设计和排版印刷，

选用巴人广场、回风亭、飞霞阁、红军纪念碑等地标性建筑，融

入地方文化元素，增加地域辨识度，展现大美巴州的风采和底蕴，

提升年鉴吸引力。

宣传推广，扩大社会影响。注重年鉴的宣传推广工作，加大

年鉴交换力度，建立书籍交换机制，与洛阳、阆中、邯郸、句容

等地史志部门、方志馆、学校开展年鉴交流互换，提高《巴州年

鉴》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探索年鉴多元化利用途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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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上线“四川省情网”及“四川方志云”小程序，为群众查询资料

提供便捷渠道，进一步拓展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

（巴州区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眉山市彭山区高质量推进第三轮修志工作

眉山市彭山区第三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彭山区史志编纂中

心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地方志部门关于修志工作的要求，积极作

为，强化举措，扎实推进第三轮区志编纂工作。

完善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完善修志工作机制，将修志

工作纳入各单位主要职责，确保领导、机构、经费、队伍、条件

到位。成立区志编纂委员会，区委书记任顾问，区长任主任，乡

镇（街道）和区直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检查督导和审查验收，

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设立区志编辑部，乡镇（街道）和区直部

门设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相关责任人，确定专人负责资料收集

和撰写工作，形成领导有力、机构健全、责任明确、任务落实的

工作格局。在区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制定修志工作方案，并抽

调力量组建编纂专班。

突出彭山特色，打造精品志书。彭山区第三轮区志是一部跨

门类、跨学科、跨行业综合记录彭山区情的重要载体和百科全书。

为充分突显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彭山区第三轮区志编修工作注

重融入源远流长的长寿文化和忠孝文化，力争彰显 200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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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创业，建设开放发展先行区

的举措和成效。修志过程中，注重运用现代方志学理论与方法，

严格遵循各项条例规范，始终秉持求实创新的原则，严格执行逐

级审查验收制度，致力于提升志书的学术价值与品位，着力打造

既具深度又具精度的精品良志。

精心收集资料，夯实编纂基础。组织召开区志目录编审会，

统一区志编纂思路，拟制区志目录征求意见稿，并印发到乡镇（街

道）和区直部门征求意见。以区委办、区政府办名义下发征集区

志资料的通知，明确参编单位工作任务和要求。先后 2次组织召

开区志编纂培训会议，明确编纂要求，对编纂方法进行系统培训。

为推进编纂进度，编纂专班逐一走访参编单位，进行一对一培训，

解决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问题。截至目前，在全面整理考证

参编单位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综合篇、大事记、大事记略、财政

税务、审计监督等篇章的编纂工作。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乐至县运用历史文化资源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

近年来，乐至县地方志办公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

精神，持续运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塑

造特色红色文化底蕴。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开发精品课程。组织成立红色文化研究

会，深入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探索构建“历史素材+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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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网络传播+艺术表达”的思政课程教学链，研发《陈毅故

事集》等本土课本教材、“革命文物说”等网络精品课程，完成《纹

枰对坐观世界——陈毅与围棋》专题纪录片、大型国画绘本《陈

毅元帅》的制作发行。

数字驱动红色实践，提升育人质效。依托陈毅故里景区打造

数字教学场景，灵活运用色彩、灯光等手法，展出文物实物、珍

稀视频共 502件，采用主题浮雕、模拟天花等手段，原景重现“智

取宜章”等 7个历史革命场景和“陈毅到荣毅仁家赴宴”等 3个经典

故事。推出全息智能讲解技术，拓展学习方式。

多元传播文化基因，用活研学资源。组建“巾帼”宣讲团、“弘

毅”研究生支教团、帅乡银青宣讲队，推动群众成为历史文化的传

播者、宣讲者，拓宽红色文化覆盖面。投资 5亿元打造红色研学

基地，将红色文化、旅游休闲融入研学资源开发，串联邓小平故

里等川渝红色教育基地，打造“伟人将帅故里行·川渝联线”经典研

学旅游线路，有效开拓省内外研学旅游市场。

（乐至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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