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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赏巴蜀无限风光 阅四川锦绣山河

《蜀韵纪事》（第五辑）出版发行

传承蜀地文化，讲述四川往事，12 月 18 日，省地方志办精

心策划编纂的《蜀韵纪事》（第五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同时，其电子版也在四川省情网“数字方志”、四川方志云（四川

省数字方志馆）等多个平台同步上线，与全球读者共享四川文化

的博大精深。

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背景下，《蜀韵纪事》

作为记录四川文化变迁、展现巴蜀大地独特魅力的权威出版物，

再次携带着深厚历史底蕴与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四川丰富的文化

资源，通过生动的笔触和丰富的视觉素材，向世界展示一个立体、



— 2—

多元、开放的四川形象，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

巴蜀神韵：四川文化深度呈现。四川自古以来是人文荟萃之

地，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蜀韵纪

事》（第五辑）深入挖掘四川文化的独特魅力，从三星堆的神秘

莫测到都江堰的智慧结晶，从熊猫基地的生态和谐到九寨沟的自

然奇观，从川剧的变脸艺术到火锅的饮食文化，全方位、多角度

地展示四川作为文化大省的风采。同时，本辑还特别关注了四川

在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展现了四川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蜀地精神：深度讲好四川故事。《蜀韵纪事》（第五辑）从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灵感，以细腻笔触和生动图片，讲述四川的故

事，弘扬蜀地的精神。从历史遗迹的深邃探寻，到城乡社会的变

迁记录；从知名历史人物的生动述评，到民族风情文化的斑斓描

绘；从红色革命的深情追忆，到自然人文风景的诗意勾画；从非

遗文化的坚守传承，到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四川的每一寸土

地，都承载着无尽的文化瑰宝与岁月故事，《蜀韵纪事》正是这

些故事的忠实记录者与传播者。

架构宏大：深度展现四川全貌。《蜀韵纪事》（第五辑）承

前启后，汲取前四辑的编纂经验，从“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 2022

年发布的近 3000篇文章中精挑细选，最终萃取出 150余篇佳作，

以上下两册形式呈现，版面字数近 90万字，辅以 900余张精美图

片，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盛宴。全书分 8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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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多

层次地展现四川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特设新章：再现茶马古道辉煌。本辑在延续前四辑文史底色

的基础上，增设“古道沧桑 茶香千年”章节，生动再现四川茶马古

道的历史变迁，不仅展示了四川作为茶马古道重要节点的历史地

位，更从侧面反映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四川交通体系的

日新月异，从“蜀道难”到“蜀道畅”的飞跃，是蜀地精神在新时代

的生动体现。

时代华章：四川文化欢迎共襄。《蜀韵纪事》（第五辑）是

省地方志办致力于史志活化、记录四川发展成就、宣传弘扬巴蜀

历史文化的又一力作，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权威、全面的四川

文化读本，更为传承弘扬巴蜀文化、推动四川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古蜀文明的辉煌到现代四川的繁荣发展，巴

蜀儿女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不屈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奋力书写

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华章。

《蜀韵纪事》（第五辑）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对四川文化的

一次全面梳理与展示，更是对未来四川文化发展路径的深刻思考

与展望。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进一步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加强

文化交流互鉴，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史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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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12年
《四川当代史（1949—2012）》出版印刷

12月 19日，《四川当代史（1949—2012）》（以下简称《四

川当代史》）第二卷、第六卷完成编纂出版，并作为珍贵资料内

部保存。

《四川当代史》是省委、省政府“十二五”期间启动的重大文

化工程，编写体例为断代分卷，全书 450万字，共计 6卷，总结

当代四川发展成就、经验和教训，准确把握当代四川在当代中国

的地位和作用。该书根据国史目前通用的分期和当代四川历史发

展的特点，以 1977年为界，这之前 28年三卷，后 36年三卷，具

体为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7—1965）、第三卷

（1966—1976）、第四卷（1977—1991）、第五卷（1992—1999）、

第六卷（2000—2012），展现每一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

特色、时代特色，做到卷卷有特点、册册有重点。另有《大事辑

要》一卷，全面反映 1949—2012年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着力突出四川大事要事与特色亮点。

该书经省政府批准由省地方志办牵头组织编纂。按省政府安

排部署，2013年省地方志办启动编纂工作，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

陈越良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勉委托出席编纂会议并讲话。

省委党校、省社科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省地方志办等

为分卷牵头单位具体承编，各分卷课题负责人为对四川当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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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省老领导何郝炬、章玉钧、李洪仁、解

洪，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等给予关心指导。书籍编纂过程中，

5 家省内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历史学学科带头人作为课题负责人

全程组织参与编纂工作。各承编单位主动广泛收集资料，大力推

进编纂。省地方志办先后向省档案馆、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去函协

调查阅相关资料，积极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水利厅、省国防科

工办联系，协助查阅相关资料。由于四川当代历史上一些重要时

段、重大历史事件是记述四川当代历史不能绕过的历史时段、事

件，而有关档案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或尚未开放的现实，给资料收

集带来很大困难，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编纂进度。

2018年后，省地方志办强化人才队伍，精密安排部署，定期

座谈研究，统一审定把关，多维度提高书籍编纂质量。根据编纂

进度，2018年 7月，省地方志办成立由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

和，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

金评委、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何一民，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四川

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高中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

长、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姚乐野，四川省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江红英，西华师范大学

副校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李健，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张彦组成的审查验收小组，经多次审查验收，到 2020年有五卷完

成终审，进入出版程序。经各方不懈努力，编纂工作历经 11年收

集资料、反复补充资料、修改完善、不断打磨，第二卷、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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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成书。该书资料非常珍贵，经与出版部门沟通，作为内部资

料予以保存。

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继续加强对承编单位、承编团队的督

促指导，加大剩余分卷修改完善进度，力争早日完成出版印刷，

将方志文化资源最大限度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不断为新

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方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方志再获评成都市政务新媒体年度优秀案例

12 月 16 日，四川省委网信办指导、成都市委网信办主办、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承办的 2024 成都市政务新媒体分享交流

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布“2024 年优秀政务新媒体”“2024

年政务新媒体优秀案例”“2024年网络正能量账号”等榜单。其中，

成都市地方志办“成都方志政务新媒体矩阵运营管理”与成都市纪

委监委、成都市文旅局、成都发布、成都日报等 15个政务新媒体

运营管理，获评“成都市 2024年政务新媒体年度优秀案例”，再度

荣膺该荣誉榜。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7—

平昌县积极推进志书编纂整理

近年来，平昌县地方志办公室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政”

作用，积极推进志书编纂整理，取得明显成效。

抢救整理旧志，实现数字转化。多本铅字或油印旧志老化破

损、霉变虫蛀现象日益严重，面临失传危险，旧志整理工作刻不

容缓。近年来完成《望京乡志》《笔山乡志》《千秋乡志》《大

寨乡志》《福申乡志》《喜神乡志》6 本数字化转化工作，为新

一轮镇（街道）志编纂打下基础。

编纂镇（村）志，实现整体推进。全面部署、整体推进 31部

镇（街道）志、29部村（社区）志编纂工作，其中《澌岸镇志》

《驷马镇志》《云台镇小宁村志》3 部镇、村志公开出版。土兴

镇 12 部镇村志编纂全域启动的做法《聚合力编纂 铸志书精品

——平昌县土兴镇镇村志编纂实践》被纳入全省志鉴编纂创新案例。

编纂部门（学校）志，实现行业志全覆盖。启动全县 50部部

门志编纂，完成《平昌县纪委监委志》公开出版，指导完成《平

昌县关工委志》编纂并审读；全面启动 85所学校志编纂，完成校

志 20部草稿、10部初稿、5部送审稿，3部校志具备出版条件。

（平昌县地方志办公室）

壤塘县积极开展史志“七进”活动

近日，壤塘县史志中心组织开展“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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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进两新组织、进军营、进网络”的史志“七进”活动。此次

活动共赠送《壤塘县志》《壤塘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壤塘县年

鉴》《壤塘县执政实录》等史志专著 528 册，口述历史光碟 100

余张。

（壤塘县史志中心）

会东县开展史志文化进校园活动

12 月 18 日，会东县党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中心到会东县和

文中学开展史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校师生 200余人参加。活动

详细介绍了会东县的建置沿革、风土人情、名优特产、地情文化，

并向会东县和文中学图书阅览室赠送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会东

县历史》《红军长征过会东》《会东县志》《会东年鉴》《老家》

《会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选录》等书籍 50余册，引导广大师生读

史明鉴，用好用活史志资料，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

（会东县党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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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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