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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德阳市创办“史志文化巡回大讲堂”
推动史志宣讲走深走实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丰富史志文化传

播方式，按省地方志办实施地方志品牌建设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安排部署，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创新举办“史志文化巡回

大讲堂”，将宣讲深入基层，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已在绵竹市、中江县成功举办。

着力“怎么讲”的问题，创新宣讲方式。宣讲如何破题圈粉出

彩，是当下理论宣讲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德阳市地方志办直面干部群众所需，制定形式创新、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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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宣讲方案，树牢精品意识，确保活动实效。

通过专题讲座、微党课、故事会、情景剧、专题展览等形式，以

更加朴实的语言风格，把党史故事讲清楚，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明

白。宣讲方式灵活多样，拉近宣讲队员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宣传

党的光辉历史，讲好史志文化故事，把史志声音“播”进人们心坎，

把史志正能量“传”进千家万户，达到“育人”目的。

着力“讲什么”的问题，丰富宣讲内容。史志文化是中华文明

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好用活史志文化这个“文脉之

根”“精神之矿”，就能焕发出巨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

历史智慧告诉人们”“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史志文化宣讲就是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正确打开方式。宣

讲既要“脚踏实地”，更要“顶天立地”，既要贴近群众生活，更要

有理论高度，要用党的历史来阐释好党的理论，用文化故事来激

发文化自信。德阳市地方志办以宣讲为抓手，用心用情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讲透彻，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讲生动。宣讲内容既大气、正气，又接地气、冒

热气、充满烟火气，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中展望未来

的宏伟蓝图，增强干部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信心。

着力“谁能讲”的问题，锤炼宣讲队伍。做好史志文化宣讲工

作，关键在人、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干部要不

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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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实践表明，宣讲队伍政治素养强不强、理论功底厚不厚、人民情

怀深不深，直接决定宣讲的成效好不好。德阳市地方志办从党史

系统、史志学会、老干部队伍、红色景区讲解员、党史爱好者中

选拔人才，构建市县两级史志文化宣讲网络，组建涵盖“五老”、

专家学者、青年干部、理论骨干等类型的宣讲队伍。领导干部、

史志专家“带头讲”，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

将党的创新理论讲透彻，保证宣讲方向的正确与权威。当地文化

名人“参与讲”，文化名人熟悉地情、能掌握群众语言，着眼于当

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做到宣讲内容的鲜活与可

信。市县两级史志系统年轻干部“积极讲”，通过宣讲平台进一步

了解史志文化、梳理史志脉络，促进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升，

强化宣讲队伍的赋能与延续。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德阳市旌阳区一张蓝图绘到底

稳步推进镇村志编纂工作

乡镇（街道）、村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市县

志书的延伸和补充，是传承地方历史文化、推进乡村振兴，记录

和展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保留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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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阳市旌阳区地方志办公室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

强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的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为

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使命，建机制、抓质量、强督

导，扎实推进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截至目前，全区规

划编纂的 19部镇（街道）志、村志，5部完成总纂并送审，3部

完成总纂，6部完成初稿。

高位推动，构建强有力修志工作机制。旌阳区巧借政策东风，

主动作为抓落实，建强修志工作机制，争当“排头兵”。2021 年 6

月，省地方志办下发《关于印发四川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同步部署印发《关

于开展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旌阳区高度重视，

以“第一速度”抢抓政策机遇，以“第一责任”深入贯彻落实，制定

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在全市率先启动镇（街道）志、村志

编纂工作。一是建强组织机构。成立以区长为组长，相关部门、

各镇（街道）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旌阳区镇（街道）志、村志编

纂工作领导小组，各承编单位建立以党组织书记为主任、相关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委员会和编辑部。坚

持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管领导常抓不懈，及时解决工作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志书编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二是科学编

制规划。明确 7 镇、4 街道编纂任务，同时规划 8 个重点行政村

开展村志编纂，鼓励其他有条件的村（社区）开展志书编纂。2025

年底前完成 4镇 4村编纂任务，2026年底前完成 3镇 4街道 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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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任务，2027年底前全面完成印刷出版工作。2023年规划外增

加村志 2部。三是统筹落实经费。志书编纂出版经费均纳入区财

政预算，分年度落实到位。所有预算经费由区地方志办公室统一

申报、监督使用。各承编单位负责落实人员组织实施，按规定时

间完成编纂任务。经审查合格后由区地方志办公室以丛书形式统

一组织印刷出版。

问题导向，打造全链条修志业务指导。面对编纂任务，乡镇

（街道）、村缺乏修志人才，陷入破题难。旌阳区充分吸收省、

市指导意见，逐条化解镇村修志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承编单位

提供“旌阳方案”。一是向内聚力，谋篇布局显特色。确定志书的

框架和纲目是整个修志工作中的关键性环节。旌阳区拟定编纂大

纲，供承编单位参考。要求承编单位结合本地实际，突出个性，

把历史特性、时代特点、地方特色作为记述重点，精心打磨，共

同制定出符合承编单位自身特点的志书纲目。二是向外发力，广

征博引解难题。旌阳区总结前两轮修志经验，明确志书下限为 2021

年，时间跨度大、资料收集难度高。编纂人员采取到档案馆等单

位查阅原始档案，深入村组、院落采集口述资料，现场实地考证

等方式，破解资料收集难题。镇（街道）把资料收集工作落实到

村（社区），村把资料收集工作落实到组，并建立微信群及时沟

通。各承编单位配备资料员，协助编纂人员工作。三是上下联动，

凝心聚力建队伍。志书编纂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质量要求高，

需要一支“懂业务、熟地情、善文章、乐奉献”的队伍。为提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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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确保编纂工作顺利开展，旌阳区组织编印志

书编纂培训资料，邀请省、市专家对承编单位负责人和主笔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 20余次，积极派员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

使编纂人员明确编纂方法，掌握编写要领，为顺利开展工作奠定

理论基础。

压实责任，落实高质效修志督导体系。镇（街道）志、村志

编纂工作的蓝图已经绘就，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关键在于狠抓落

实。一是绘制时间表。旌阳区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将编纂工

作分为建立机构、收集资料、撰写初稿、修改审查、验收出版五

个阶段，拟定各阶段时间表，原则上按时间表推进工作。旌阳区

每年召开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推进会，邀请德阳市地方

志办公室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分管区领导参会，及时通报编纂

进度，切实压紧压实编纂责任。二是建立督导组。为确保镇（街

道）志、村志编纂工作进度和质量，区地方志办公室落实专人组

成镇（街道）志、村志编纂督导小组，划片区开展全过程督促指

导，每年现场指导检查 40余次。督导小组负责对各单位纲目设计、

资料收集及整理、初稿撰写、志稿审查等进行督促指导。通过面

对面沟通，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效跟踪编

纂进度，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及时通报推广，做到取长补短相互

借鉴，促进工作有序开展。三是严把审查关。出台《关于镇（街

道）、村志审查验收工作的实施意见》，规范审查验收机制，把

好质量关。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第一批启动编纂的 8部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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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志、村志，其中 2部镇志、3部村志已形成送审稿，2部镇志、

1部村志待补充完善后送审。第二批启动编纂的 11部镇（街道）

志、村志，其中 2部镇志、3部街道志、1部村志已形成初稿，1

部镇志、1部街道志、3部村志按计划推进。

（德阳市旌阳区地方志办公室）

旺苍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近年来，旺苍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

立足职能职责，强化各方资源力量协同配合，多举并措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

强化志书编纂，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三合村志》《农经村

志》《桥板村志》等完成编纂，反馈审核修改意见 10余次。挖掘

乡村历史、文化、民俗、古建筑，撰写《旺苍檬溪廊桥》《花开

松浪》《米仓道上的农经村》等村情文章 10余篇。征集到陈、罗、

伍、蹇、翟、贾等 12种姓氏 25册宗谱族谱。

聚力阵地建设，打造文化展示空间。建成白水镇卢家坝村村

史馆、白水镇光明村家风馆、木门镇柳树村史志阅览室等 10余个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赠送史志书籍 3000余册。广泛征集资料，

助力木门镇茶园村乡村振兴文化墙建设。精选理论水平高、宣讲

能力强的干部加入到县委宣讲团队伍，助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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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走深走实。

多维同频发力，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聚焦乡村旅游，参与组

织策划各类民俗节庆活动，推动白水南部农旅融合发展示范片区

建设。挖掘“青莲光明”“麻英十景”等核心景点史料，助力光明村

3A级旅游景区创建。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麻英蒸笼

汇”成功入选旺苍县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旺苍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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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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