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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9日

【市州动态】

成都市举办地方志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为全面提升修志能力，建强修志队伍，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高

质量发展，10月 24日至 25日，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以

下简称成都市地方志办）举办 2024年全市地方志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班。各区（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业务骨干、志书总纂人员、成都

市地方志学会会员单位志鉴业务人员 12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指出，举办全市地方志业务能力提升培训，是成都市地

方志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修志编鉴主责主业，推

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志鉴编纂质量和修志队伍

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地方志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建强全市修志

队伍，做好三轮修志人才储备，是夯实地方志事业发展基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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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地方志队伍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江苏省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陈华，四川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

作处处长高伟明，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地情资料编辑部部长徐

敬国，成都市双流区委史志办地方志编纂科科长李思健，分别就

志鉴编纂的问题与对策、年鉴编纂基础、传统镇村志评审案例解

析、名镇名村志评审案例解析等作授课辅导。

志书业务骨干和总纂代表在培训结业式上交流学习心得。参

训人员表示，培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课程紧贴实际，既有理

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既有宏观视角，又有案例分析，对修志

实践具有较强指导性和针对性，通过参训，提升业务能力，增强

做好修志工作的信心和底气。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蓉城方志好课”讲师团成立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方志育人功效，10月 25日，成

都方志馆、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匠心筑梦 志者领航

——首届蓉城方志好课”讲师聘书颁发仪式，为“蓉城方志好课”30

强教师颁发方志好课讲师聘书，邀请 30强教师走进成都方志馆，

零距离感受成都的历史底蕴和城市魅力，从方志文化中萃取思想

精华、汲取育人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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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首届“蓉城方志好课”网络投票正在“成都方志”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网络投票结束后，主办方将综合网络评选和专家评

审，评选一等奖课程 8个和二等奖课程 22个。30堂方志好课都

将纳入成都方志课程资源库中，8堂一等奖课程作为示范课进行

录制，让成都中小学生常态化共享学习。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遂宁市深入推进镇村志编纂工作

10月 24日，遂宁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

推进会在大英县召开。市地方志办和大英县相关领导，各县（市、

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市直园区党政办负责人，试点乡镇

分管领导、主编参会。

会议采取现场会和研讨会相结合的形式，亮晒比拼工作成果，

总结分享工作经验，对镇村志编纂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参会

人员现场观摩大英县镇村志编纂初步成果，大英县《盐井街道志》

《卓筒井镇志》主编就资料收集整理、编纂注意事项、志书审核把

关等难点痛点进行深入探讨，大英县蓬莱镇、隆盛镇、卓筒井镇分

管领导从加强领导、组织发动、部门配合、审核把关、后勤保障等

方面作情况介绍，射洪市就村志编纂和名村志创建谈收获体会，大

英县就全域开展 9镇 1街道志书编纂成果作经验交流。

会议指出，志鉴编纂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责主业，全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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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系统要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共同推进全市地方志事业

高质量发展。一是牢记职责任务，细化工作清单。对镇村志编纂

工作，各县（市、区）要按项目化管理思路，制订明晰的规划图、

项目书、任务清单和日程列表，根据时间节点逐一梳理、督促编

纂工作进度。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打开工作局面。要主动克服修

志意识不强、专业水平欠缺、资料归集较差、资金保障不足等普

遍性基础性问题，严格按“乡镇政府担主责，县区政府强督促，市

级机构重指导”的工作格局开展志书编纂工作。三是强化办法措

施，提升工作成效。市地方志办要从整体上加强对镇村志编修工

作的督促指导，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加强编纂进度检查、搞好

资源整合、强化业务培训，各编纂单位要高度重视，组建编写专

班、严格审核把关，确保镇村志编纂工作持续开展、稳步推进。

（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市“三实举措”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

今年以来，乐山市按《四川省史志阅览室创建与管理指导意

见》要求，精心谋划、统筹部署，在史志阅览室建设和管理工作

中下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史志阅览室覆盖面更广、规范性更

强、育人效果更好。

在点位选择上下实功，拓宽创建范围。广泛走访调研，挑选

位置优越、布局合理、资源丰富、辐射强劲的点位设立，重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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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阅览室建设延伸至公共文化场馆、机关单位、书店及村（社

区），扩大史志阅览室覆盖面。乐山市、峨眉山市在老干部活动

中心创建史志阅览室，五通桥区、金口河区、马边彝族自治县在

图书馆创建史志阅览室，沐川县在党校和检察院创建史志阅览室，

犍为县在子云书院·大众书局创建史志阅览室，市中区、沙湾区、

井研县、夹江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在村（社区）创建史志阅览室。

在规范建设上出实招，提升服务水平。印发《乐山市史志“七

进”示范点工作指南》，明确工作目标、工作标准、工作要求，向

各县（市、区）转发《四川省史志阅览室创建与管理指导意见》，

专题安排部署史志阅览室建设工作，细化任务、落实责任，依托

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文化场所，有序推进第

三批市县两级共建史志阅览室创建。同时，通过实地调研、查阅资

料等方式，督促指导第一批省市县三级共建史志阅览室、第二批市

县两级共建史志阅览室查漏补缺、规范管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在宣传宣教上求实效，发挥育人作用。向第三批建设的史志

阅览室赠送《乐山县志》《乐山简史》《名人与乐山》《乐山掌

故》《乐山古代史话》《乐山方言话词典》等可读性较强、教育

意义较大的史志书籍，让史志文化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并及时

为已建成的史志阅览室补充新出版史志书籍，不断充实史志阅览

室资源。同时，依托史志阅览室开展史志文化讲座等宣教活动，

讲好乐山故事，为群众常态化学习史志知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提供便利，充分发挥史志沁润人心、教化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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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计划设立市县两级共建史志阅览室 20个，目前已全部完

成选址和赠书工作，其中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史志阅览室和犍

为县子云书院·大众书局史志阅览室已正式挂牌。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广安市深化方志利用服务中心大局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立足“存史、育人、资政”主责主业，凝

聚全市地方志系统工作合力，持续做好方志成果转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方志力量。

整理出版历代旧志。做好珍贵历史文献的保护利用，广泛搜

集广安历代旧志，组织工作专班，全力开展旧志点校、重勘和出

版工作。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光绪《广安州志》和宣统《广

安州新志》6部旧志点校本、重勘本全部完成出版。咸丰《广安

州志》（点校本）获广安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光

绪《广安州志》获评广安市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创新编纂地情书籍。深入挖掘广安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人文魅

力，组织编纂一系列地情书籍，启动编纂《文海寻雅——文华广

安》，全面展示广安城市文化品质；编纂出版《广安邓氏文史》

《新广安区图志（2013-2023）》《华蓥市革命老区发展史》《岳

池曲艺志》《武胜通史》，着力打造广安文化地标。

持续强化成果转化。围绕广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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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加快成果转化，切实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向市政府提供《广安出了个邓小平》《不朽的忠诚》等文史资料，

撰写《关于小平故里原真性乡村园区概念策划方案文化专篇的几

点建议》，为文化专篇编制建言献策。梳理广安古代书院教育历

史资料，为建设广安理工学院贡献史志力量。华蓥市史志办公室

从“雄山华蓥”的英雄之山、雄奇景观、雄厚文化等方面论证旅游

城市形象 IP的科学性、合理性、真实性。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绵阳市游仙区多向施力提升史志影响力

绵阳市游仙区从强宣讲、建阵地、抓征编、重活动入手，多

向施力推进史志宣教工作迈步新台阶，不断提升史志工作的知晓

面和影响力。

强化史志宣讲。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

邀请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主要负责人为游仙区公务员任职培训

班学员授课。利用“周三夜学”“周五集中学”制发史志学习清单 8

期。开发《本土文化赋能区域发展的思考与探索》课程，常态推

进主题宣讲。

突出阵地建设。与区图书馆共建史志阅览室，指导富乐街道、

五里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史志阅览室建设使用。开展“走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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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读懂一座城”等史志主题阅读活动 4期。结合“一镇一文化品牌”

战略，整理史志资源，协助打造仙圣文化、状元文化、农耕生态

文化、传统村落文化、信义文化等示范点。

深挖文化底色。持续推进 2部名镇志、5部名村志编纂出版，

启动 4部镇（街道）志编纂，指导编纂《魏城史话》。积极撰写

报送史志工作动态信息和地情文章，上报地情短视频 2部。在直播

游仙APP、“相约游仙”公众号投放史志文化宣传稿件和视频10余条。

抓好活动教化。开展《传统文化礼之今用》网络直播专题讲

座，到越王楼、富乐山、仙鹤镇等地拍摄主题MV，传唱史志故

事，到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史志宣教活动 10余场次。积

极推广 2024年全国秋季“村晚”绵阳市游仙区示范展示活动，集中

展示游仙历史文化。

（绵阳市游仙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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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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