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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2日

【特别关注】

以文化人 志润钢城

“四川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高校行”2024年第八场宣

讲在攀枝花学院举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

月 20日，“四川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高校行”活动在攀枝花学院举

行。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邓瑜，攀枝花学院副校长

王兵出席活动并致辞。攀枝花学院图书馆馆长王欢主持活动。

邓瑜指出，地方志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是我

国特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存

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历史变迁、文化传

承、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省地方志办依托方志馆高校分馆，创新



— 2—

开展“四川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高校行”活动，目前已累计举办 11

场。这项活动，让志书走入大学校园、促进“方志育人”的同时，搭

建起各级地方志部门与高校的合作交流渠道，推动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有助于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和巴蜀文化的研究阐释水平，从而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进一步增强

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让广大师生走近攀

枝花、了解攀枝花、爱上攀枝花，汲取三线建设精神力量，努力成

长为攀枝花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者。

王兵向省地方志办长期以来给予学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学院高度重视地方文化学习宣教，依托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开展综合研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 6月，四川省方志馆

攀枝花学院分馆设立，省地方志办联合全省地方志系统捐赠志书

1244种 1731册，为开展“三线研究”、讲好“三线故事”、传承“三线

精神”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次活动主讲嘉宾由四川省方志文化宣讲队成员、攀枝花市地

方志编纂中心主任牟来斌担任，他以《攀枝花是朵什么花——攀枝

花独特的地域史》为题，通过大量的方志资料，从“古人类早期活动

地之一”“移民安乐地”“南丝绸之路要津”“民族风情百花园”“三线建

设的典范”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解读，展现了攀枝花底

蕴深厚的地域历史、和谐包容的移民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

赢得在场师生及广大网友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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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教职工及学生代表，攀枝花市地

方志系统干部等 20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1100余名社会公众和全省

地方志系统 1000余人通过“方志四川”视频号在线收看。宣讲现场还

开展了赠书活动。

当天，邓瑜还前往攀枝花市西区三线建设文化公园等地开展调

研，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兰孝辉就地方志工作进行了交流。攀枝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主

任牟来斌，副主任李明成陪同调研。

（省地方志办）

“方志四川”编辑部

受邀为 2024 年四川作家网通讯员培训班学员授课

11月 18日，为期 3天的四川省作家协会 2024新会员培训班、

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 2024新会员培训班暨 2024年四川作家网通讯

员培训班在成都开班。19日上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官微“方

志四川”编辑部工作人员朱丹受邀为 2024年四川作家网通讯员培训

班学员授课。

四川省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杨华主持讲座。他表示，之

所以邀请“方志四川”编辑部来专题授课，一方面是由于“方志四川”

广泛而全面的地方文化资源储备，另一方面是因为“方志四川”出色

的新媒体运营和传播经验，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的社会口碑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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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他也希望双方以本次讲座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

为传承弘扬巴蜀文化、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作出贡献。

朱丹以《谱写巴蜀文化新篇章 奋进文化强省新征程——新时代

传承弘扬巴蜀文化的“方志四川”实践》为题，从巴蜀文化的起源、

发展和地位，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及新时代传承弘扬巴蜀文化的“方

志四川”实践三方面，通过生动的案例、翔实的数据、系统的理论和

实用的技巧，运用大量图片、视频、图表等元素，展示了巴蜀文化

的源远流长及丰富内涵，展现了巴风蜀韵的独特魅力和多元价值，

也呈现了一幅四川方志人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巴蜀文化的生动画卷。

来自全省各市（州）的 20多名四川作家网通讯员听取讲座。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方志馆社教活动走进广都博物馆

11月 16日，成都方志馆主办，双流区委史志办、双流区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广都博物馆协办，红星新闻网承办的“从成都方志

馆出发 知成都爱成都”系列社教活动第三站在广都博物馆顺利举

行。经前期招募，共有 10组家庭参与本次活动，共同走进广都博物

馆，探寻古蜀文明的历史印记，感受成都的厚重历史与文化魅力。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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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三个强化”推进史志宣教品牌建设

强化网络阵地建设。开通“内江史志”视频号、抖音号，严格

信息发布审核流程，着力构建市、县两级史志网络宣传矩阵。升

级改版“内江党史方志网”，持续上传史志书籍和视频资料，逐步

实现可视化阅读和大文件上传，完善数字史志馆相关功能，构建

“内江史志数据信息库”。完成《选择》《甜蜜之城“蔗”里内江》

等 8部史志短视频拍摄制作，《甜蜜之城“蔗”里内江》被评为 2024

年三季度内江市“网观甜城”网上主题宣传优秀作品，并被学习强

国平台采用，在百灵频道播出。

强化线下阵地建设。通过赠书、授牌、签订协议等方式建设

内江市党史方志馆高校分馆，随着 10月底内江市党史方志馆内江

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分馆成立，截至 11月中旬，已在全市实现内

江市党史方志馆高校分馆全覆盖，并在 59个乡镇（街道）、村（社

区）创建省市县三级共建和市县两级共建史志阅览室。出台《内

江市“甜乡记忆”村史馆建设方案》，《方案》坚持以人为本、统

筹规划、因地制宜、能建则建的原则，计划 2024 年至 2026 年，

全市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模式，建设“甜乡记忆”村史馆 100个。

强化宣教队伍建设。以“内江史志专家宣讲队”“内江英烈故事

宣讲队”两支队伍人员班底为基础，通过前期广泛调研和充分调

查，采取县（市、区）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及有关单位推荐的方式，

聘请全市史志干部、学校教师、地方文史专家 44名，组建内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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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文化宣讲队，并举行成立仪式和示范宣讲。今年以来，围绕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红军长征出发 90周年、罗世文同志诞辰 120

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全市史志宣讲活动 40余场、受众 6000余人。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眉山市彭山区多措并举

推进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

眉山市彭山区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积极主动作为，多措并

举推进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11月，《谢家街道志》

《凤鸣街道志》公开出版，《江口镇志》按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送省地方志办审核，申报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

完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建立区委领导、区政府主持、

区史志编纂中心指导、乡镇（街道）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形成

上下联动、各方支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工作格局。以区委

办、区政府办名义印发《关于做好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

的通知》，制定编纂计划表，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限。

强化责任意识，落实“三个到位”。各乡镇（街道）充分发挥

主体作用，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为直

接责任人，具体抓。组建编纂工作专班，聘请抽调熟悉方志工作

和乡镇情况的人员参加修志，做到领导、机构、人员落实到位。

加强业务指导，提升编纂水平。针对基层缺乏专业人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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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力量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区史志编纂中心多次深入到各乡镇

（街道），“一对一”“手把手”指导志书编纂各个环节，在谋篇布

局、资料收集、文稿撰写、图片选用等方面提供建议，针对编纂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实时指导。

严格督促审核，保障成书质量。通过现场督查、电话问询等

方式跟进编纂进度，及时协调解决编纂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督

促各承编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严格落实“三

审”制度，在审校环节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出版关，争

创精品志书。

（眉山市彭山区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泸州市纳溪区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泸州市纳溪区委区志办公室立足“存史、育人、资政”

职能，结合史志部门人才队伍现状，在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升

干部能力素质、建好史志专家人才库上下功夫，大力加强史志人

才队伍建设。

充实整合人力，优化干部队伍结构。2024年机构改革，新增

编制 2名，通过择优商调的方式新进年轻干部 2人，充实干部队

伍，激发“源头活水”。持续深化镇（街道）史志一体化联动机制，

及时协调史志业务工作、开展史志业务培训、交流史志工作经验，

不断提升全区史志干部政治素质、业务素养和履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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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精准发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以开展扶贫工作、课题

研究为契机，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不断提升干部认识能力、判断

能力和工作能力。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调查研究 13次，解决业务

问题 32个。参与区委办公室组织的“第一机关大讲堂”活动，每名

干部职工轮流进行演讲，交流工作经验和学习体会。参与省市组

织的史志业务培训、区县史志业务交流、党史教育基地现场学习

等 20余次，有效提升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专业作风和专业精神。

巧借善用外力，建好史志专家人才库。积极邀请热爱史志事

业、长期从事史志研究、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高校教师、退休干

部等加入史志专家人才库，拓展史志队伍外延，目前史志专家人

才库已有 12 人。从史志专家人才库中挑选适合人员参与资料征

集、书籍编写、史志宣传等工作，为纳溪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活力、增添动力。

（泸州市纳溪区委区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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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2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