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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7日

【特别关注】

山东、四川地方志工作座谈会

在四川省地方志办召开

11月 6日，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

副院长蒋庆立率队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简称四川省地方

志办）调研座谈。四川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出席座

谈会并向蒋庆立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山东、四川两省

加强沟通，互学互鉴，共同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四川省

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江红英主持座谈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赵行出席座谈会并介绍有关情况。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

省地方史志研究院）业务指导处、省志工作处相关负责人及山东

省德州市委党史研究院相关人员，四川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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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志处负责人等参加座谈。

江红英、赵行对山东省近年来在史志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表

示祝贺。江红英就四川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及近年来全省地方志

工作开展情况作简要介绍。蒋庆立就山东史志工作及本次调研重

点进行介绍。赵行系统介绍四川推进第三轮市县志编纂试点等的

做法和经验。

本次座谈主要围绕“两志”（全面小康志以及扶贫志）、第三

轮志书编修及第二轮省志开发利用等主题展开。会上，双方充分

交流“两志”编纂规划、工作模式、组织实施和推进落实等，特别

就篇目完善、意见征集、人员配置、资料收集、质量把控、特色

展现等进行深入探讨，并对第三轮省志卷次设计、规划启动及多

渠道、多形式开发利用第二轮省志等开展广泛沟通。

本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山东、四川两省地方志部门的相互

了解和沟通交流，对互学互鉴、共同高质高效推进“两志”编纂工

作及开展第三轮志书谋划具有重要意义。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坚持正确政绩观推进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剑阁县积极推进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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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有效防范

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的重大部署。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

务中心（以下简称“剑阁县史志中心”）因势而谋、创新而为，争

当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努力书写以正确政绩观引

领史志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剑阁答卷。

坚持思想引领，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史志工作领域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

战场，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必须坚持“史志姓党”，牢牢把握史

志工作正确方向。剑阁县史志中心始终把举旗定向、凝心聚魂放

在首位，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贯穿于史志工

作的各环节和全过程。

一是突出理论筑基。始终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政绩观、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第一议题跟进学 25次、中心组带

头学 8次、党员培训系统学 16 场次，讲授专题党课 46场、举办

雄关大讲堂 6次、专题研讨 25次、专题培训 8期。

二是加强研究阐释。组织市、县史志专家从历史、理论、实

践和价值四个维度深化“沿着总书记的剑阁足迹”溯源研究，形成

专题成果上报。撰写《翠云廊对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启示》《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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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交树交印”制度演变发展》等 2篇资政专报报送县领导参阅。

紧扣县委“1233”执政兴县战略，编发《史志资政》《参谋资政》

123期，形成研究成果 12篇，获得县领导批示 18件次。

三是深化教育实践。协同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县文旅体

局编制“坚持正确政绩观”“红四方面军在剑阁”“抗震救灾”“脱贫攻

坚”等红色教材、开发《习近平生态文明的剑阁实践》等精品课程、

《执政为民 久久为功》等情景党课，承办（协办）省市专题教学

91 场次、培训党员干部 5000 余人次。翠云廊被纳入四川省首批

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现场教学点。

坚持机制创新，强化正确政绩观担当

创新是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史志

工作是党执政的“志库、智库、知库”，必须冲破闭门闭馆的藩篱，

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鲜活局面，助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剑阁县史志中心坚持将优势资源集聚到主责主业上

来，主动求变应变，攥指成拳做精品，不断增加剑阁史志工作竞

争力和影响力。

一是着力构建“大史志”格局。深化市县区“1+7”史志一体化

联动工作机制，坚持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指导，以史志中心为主

体主力，部门乡镇为基层基础，深化市县纵向联动、部门横向联

动、社会多向联动“三向联动”机制，承办党史重点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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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座谈会 5次，承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省委党史研

究室、省地方志办现场调研 12次；承接川陕甘毗邻市党史地方志

工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现场参观；联动开展党史三卷编撰、党史

宣传信息撰写等业务培训 25次。

二是着力丰富“大宣教”载体。深化史志“七进”活动，深度

参与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馆、大蜀道博物馆、大蜀道廉洁文化基

地展示馆建设。省市县共建史志阅览室 15个，因地制宜设置“史

志小微书架”200余个，通过自置、捐赠、交换等方式配备史志类

书籍约 11000册。探索党史研学、红色旅游、思政教育“三维一体”

融合新路径，开发“剑门关高中—红军战斗遗址遗迹遗物—化林村

—开封镇三线建设遗址”和大路河红色文化旅游线路，打造“剑门

蜀道上的思政课”。

三是着力推动“大品牌”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广元“一中心两

走廊”史志文化品牌建设安排部署，牵头推进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

廊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努力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史志宣教阵地、

开发一批精品史志文化线路、征集一批史志资料文献、编纂一批

高质量史志书籍、撰写一批史志研究成果、推出一批史志宣教精

品任务目标、工作路径和保障措施。联动朝天区、利州区、昭化

区、青川县、旺苍县落子布局、定点布线，加强史料共享、课题

共研、线路共谋，形成“红色蜀道”“史志蜀道”“生态蜀道”“人文蜀

道”“寻路蜀道”5条精品史志文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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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结果导向，彰显正确政绩观价值

实干才能出实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树立重实干、

重实绩的导向，推动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

干好工作。”史志工作是为党和国家立言存史、传承文化和以史资

政育人、以文化人的重大工作，必须练就能干事、干成事的硬本

领、真本领。剑阁县史志中心坚持说干就干、干就干成、越干越

好“三干精神”，推动史志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一是丰富史志编研成果。编撰出版党史一卷、党史二卷，《红

色剑门》《红旗飘扬剑门关》《中国共产党剑阁执政实录》系列

卷等一批有影响的专题党史著作，有力有序推进党史三卷编撰；

全面完成一轮、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编纂出版《汶川特大地

震剑阁抗震救灾志》等一批重大专题志书，组织实施《剑阁年鉴》、

乡镇志、村志、行业志编纂，加快推进《剑阁扶贫志》《剑门豆

腐图志》编纂。

二是严把史志成果质量。在史志书籍编纂出版和史志宣讲稿

件、展览展陈、微视频、融媒体、网站资料、杂志刊物审查审读

的把关上敢于亮相，以主动权赢得话语权；善于发声，以宣传力

释放影响力。采取上下贯通、专兼互动、部门联动的方式先后对

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馆提升改造、剑阁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等 5处

场馆展陈内容进行审读审查，提出意见建议 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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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史志成果运用。立足岗位职责，聚焦省市县中心工

作，紧盯时政热点、社会焦点和百姓关注重点，围绕优秀传统文

化的保护、挖掘、传承、服务等为党委政府积极建言献策，《加

强蜀道古柏保护利用的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肯定；《推动剑门

关高级中学高质量发展建议》纳入市委全会决定，县委转化为成

果运用，组建专班予以推进；《加速推进剑阁史志文化优势向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转变的建议》纳入县“旅游百日大会战”具

体举措实施。

（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

青川县“三强化”推动年鉴编纂工作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青川县地方志编纂中心狠抓年鉴质量建设，“三强

化”推动年鉴编纂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创新意识，重塑年鉴框架。在基本保持 2023卷框架结构

基础上，对原有类目重新编排整合，实现分类更科学、层次更清

晰、领属更得当、编排更有序的目标。框架中突出青川县特色亮

点，特设“守护唐家河大熊猫”专记，将青川县三人制“坝坝篮球”

擂台赛纳入十件大事，设置“唐家河红叶节暨乡村文化旅游节”“高

山露地蔬菜产业”类目，突出特色亮点。

强化开拓意识，形成部门合力。建立主要负责人牵头、撰稿

人内外联动的协作机制，向各单位点对点提供编纂纲目，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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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部门联系沟通，对稿件收录内容、撰写格式进行指导。举办

年鉴编纂业务培训班，提升编纂人员业务能力。不定期赴部门、

乡镇查看编纂进度，及时解决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向行

业协会、企业征稿，不断拓宽年鉴收录内容。

强化精品意识，严格质量把关。组织召开年鉴专家评审意见

专题会，对年鉴的框架结构、资料内容、体例规范、图片、图表

等进行全方位评审；年鉴编辑部建立责任机制，明确人员分工，

压实工作责任，编纂人员对所承担的任务负全责；与出版社做好

对接工作，及时掌握排版进度，确保编纂出集实用性、可读性于

一体的精品年鉴。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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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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