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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泸州市多措并举提升《泸州年鉴》编纂质量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年鉴精品工程为引领，全力促进

年鉴质量提升，《泸州年鉴》多次获全省地方志成果一、二等奖。

加强学习，提高年鉴编纂水平。采取个人自学、集体研学、

培训讲学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开展《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

设纲要（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研读学习，组织召开全市年鉴

培训会、参加精品年鉴业务培训会、开展年鉴编纂经验交流活动，

逗硬开展年鉴篇目审查、内容抽查、篇目复审工作，全面提升年

鉴编纂队伍理论素养、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深研市情，精心编制年鉴篇目。每年 12月，市地方志办着手

进行下一年的年鉴框架设计和编纂方案草拟。通过研读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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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研究承编单位工作职能、研究省地方志办专家意见，结合

党报党刊、官微官网、工作简报、内部资料等讯息，从骨干结构、

层级优化、内容归属等方面入手，千思百虑优化篇目结构，力求

形成结构科学、内容合理、特色鲜明的全新框架。

拓宽渠道，强化资料收集工作。一方面，做好收稿工作，对

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加强与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的联络，促使

他们提高对年鉴稿件质量的重视程度；对企业，主动督促、催收，

同时加强撰稿指导，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做好稿件验收工作，对

不符合要求的稿件加强指导并返回重写。另一方面，主动采集稿

件，线上通过泸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泸州日报、部门网站等，

线下主动对接四大办、融媒体中心等相关单位采集整理全市重要

政策、项目、会议、活动、工作的图片及文字资料。

精益求精，严把年鉴审校出版。《泸州年鉴》从 2023年开始，

实行项目化管理，定任务、定人员、定时间，顺排工序，倒排工

期，采取周工作部署会、月业务交流会、季点评讲评会的方式适

时调度抓进度、保质量。加强与出版社、文化公司的沟通，努力

缩短排版、校对等环节的时间，《泸州年鉴》连续两年在每年 10

月底出版发行，较以往提前 2个月。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遂宁市有序推进镇村志编纂

近年来，遂宁市地方志办积极推动乡镇（街道）志、村（社

区）志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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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规划引领做到心中有数。市地方志办于 2021 年 11 月印

发《遂宁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方案》，及时

对全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进行安排，将 85

部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纳入编纂规划；各县（市、区）

同步出台编纂工作实施方案，对志书编纂范围、编纂进度、组织

领导、责任分工、审查验收等环节作出详细安排，明确办法措施。

2024年 4月，市政府办印发《推进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相关乡镇（街道）

和村（社区）按照项目化管理思路，对志书编纂制定明晰的规划

图、项目书、任务清单和日程列表，按时间节点逐一梳理、督促、

检查编纂工作开展情况。

坚持强化领导实现组织有序。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

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按乡镇政府担主

责、县区政府强督促、市级机构重指导的原则，采取先行试点、

抓好典型、突出特色、分步推进的方法推动乡镇（街道）志、村

（社区）志编纂，市、县两级分别印发实施方案，其中安居区镇

村志实施方案以区政府办名义印发。2024年 4月，市政府分管领

导出席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1月，市地方志办召开

全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推进会，采取现场

会＋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各县（市、区）亮晒比拼工作成果，总

结分享工作经验，对编纂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

坚持广收博采力求编纂有方。市地方志办及时组织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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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雅安市、眉山市、自贡市、泸州市取经，与绵阳市及江苏省常

州市等地方志工作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学习借鉴乡镇（街道）志、

村（社区）志编纂先进经验。购买《胜坨镇志》《甪直镇志》等 30

余部名镇、名村志，提供给各县（市、区）学习参考。船山区地方

志办购买《安仁镇志》《岭南村志》《怎样编写出新时代合格的村

志》等参考书籍供编纂单位学习，大英县史志研究中心为各编纂

单位提供１套《大英县志》、三套翻印旧志及 2—3本名镇（街道）、

名村志等书籍和镇村志篇目参考大纲，射洪市地方志编研中心组

织史志领域专家学者多次深入村志编研现场进行交流探讨。

坚持分类督导确保推进有力。2023 年 10 月，市政府办印发

《关于开展全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专题督

导的通知》，市政府办、市地方志办组成督导组，采取现场查看

资料、听取汇报方式，深入各编纂乡镇开展专题督导。市、县两

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多次深入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业务

指导。蓬溪县建立编纂进度月报机制，选派业务骨干“送课到基

层”，开展现场教学指导 12 次，召开县、乡（镇）、村三级座谈

会 6次，组织跨区县学习交流 3次；船山区建立船山区地方志专

家人才库，为各乡镇（街道）提供业务指导；射洪市多次对《金

华镇志》《光华村志》篇目设计进行指导，提出意见建议；大英

县通过实地查看，一对一指导资料收集来源、篇目大纲设计、撰

稿队伍建设等，有序推动９镇１街道全域编纂。截至 2024 年 12

月上旬，遂宁市共 66个乡镇（街道）、村（社区）完成部署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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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台编纂方案，43部乡镇（街道）志进入资料收集阶段，10部

乡镇（街道）志、2部村志完成初稿编纂。

（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内江市实施乡镇（街道）史志阅览室全覆盖行动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严格执行《内江市史志阅览室建

设和管理办法》，持续实施乡镇（街道）史志阅览室全覆盖行动，

截至目前，已建成乡镇（街道）、村（社区）史志阅览室 59个。

精心部署建机制。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实施

乡镇（街道）史志阅览室全覆盖行动，努力扩大史志文化传播力。

按全市乡镇（街道）史志阅览室单位创建清单（2023年—2027年），

市、县两级史志部门齐抓共管，确保乡镇（街道）史志阅览室建

设工作计划到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

有序推进严标准。按有专门场地、有史志专栏、有管理人员、

有统一标牌、有健全管理制度的“五有”要求，依托乡镇（街道）

图书馆，与内江市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同步推进乡镇（街道）史志

阅览室建设，选择基础条件好、史志氛围浓、示范辐射强的乡镇

（街道）、村（社区）建设史志阅览室，按照正规化、标准化流

程进行场馆建设，按统一样式制作并举行揭牌仪式。

跟踪管理强督导。将史志阅览室管理运维情况纳入各县（市、

区）党史地方志宣传教育工作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对史志阅览室

所在场地名称、简介进行备案管理，确保完成乡镇（街道）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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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全覆盖行动年度任务。加强史志阅览室后期管理，多途径

接受单位和个人捐赠，指导群众阅读史志书籍，建好、管好、用

好史志阅览室，在全社会营造起“读史志·爱内江”良好氛围。2024

年，送出史志书籍 4000 余册，建成 20 个乡镇（街道）、村（社

区）史志阅览室。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自贡、南充、乐山市夹江县

积极开展史志“七进”主题活动

12月 20日，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四川轻化工大学图书馆、

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地方志：穿越时空的人文纽带”主题沙龙在

四川轻化工大学李白河校区举行。自贡市地方志办受邀作题为《地

方志：穿越时空的人文纽带》的主题演讲。在互动问答环节，大

学生们围绕“修志过程中资料搜集的方法与途径”“编纂地方志的

典型案例”“如何将所学的历史知识融入地方志工作”等问题，与嘉

宾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本次活动旨在引导更多大学生走进历史、

了解地方、热爱文化，为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12 月 21 日，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南充市方志馆、南

充有果龙门阵承办的“读史·悦志——名人讲座”《史志与逻辑》主

题活动在南充市方志馆研学中心举办。活动邀请中国逻辑学会形

式逻辑专业委员会会员、《南充市志》《川北区志》特邀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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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专家及 30余名史志爱好者和学者参加。讲座从志书编纂中的

逻辑问题入手，详细讲解了逻辑在志书立旨定纲、发凡起例、谋

篇布局、横排竖写等方面的规范思路意义。讲座结束后，方志爱

好者进行互动交流提问，学者们就“史志与逻辑”进行分析讨论。

12月 24日，“史志文化进校园 感受传统记乡愁”史志专题讲

座在夹江县夹江中学举行。夹江县地方志办公室相关人员、夹江

中学党委书记、夹江中学初 2025届全体师生参加活动。讲座以《我

的夹江，我的夹中》为题，把夹江的自然山水风光融汇至讲堂，

将璀璨光辉的本土文化以灵动的方式呈现于师生眼前。活动中还

向学生展示了年代书籍、战国青铜剑、古钱币等文物珍品。县地

方志办向夹江中学赠送《乐山市志》《乐山简史》《乐山乡镇简志》

《夹江县志》《鉴古观今话漹水》《江城纪秀》等史志地情书籍。

（综合自贡市、南充市、夹江县信息）

安岳县扎实推进史志宣教工作

今年来，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创新搭建“三大平台”，进一步

丰富干部群众学习载体，拓展学习路径，提升史志宣教质效。

搭建宣讲平台，丰富内容形式。聚焦主责主业，打造安岳本

土特色宣教课程。采用上门送课的形式，史志宣讲团下基层到一

线、现场面对面宣讲“传承安岳历史 弘扬老区精神”方志宣教课

程，融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让安岳历史

深入干部群众心中。在县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历史陈列展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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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中，以实物、实景、实例、实事为载体，采用沉浸式、互动

式的实境教学，打造“体验＋互动＋思考”的现场体验式党课，讲

好安岳历史革命故事。

依托云端平台，创新方式方法。丰富线上学习载体资源，提

升学习便捷性和效能。加强史志宣教云平台建设，利用“互联网

＋”，把学习教育由“面对面”变为“屏对屏”，实现“一键分享、一键

观看”。通过在安岳微信公众号、抖音公众号上定期推送学习信息、

史志短视频、分享专家精品课程等方式，为干部群众提供全天候

不打烊的史志宣讲“加油站”。

聚焦史料平台，深化史志成果。深入挖掘全县革命遗址、纪

念馆、烈士陵园等 59处红色文化资源，整理安岳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创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

编纂《永恒的追求》等史志书籍，充分融合安岳红色历史与老区

精神的丰富内涵，让历史“开口”，以个体见群像，生动诠释先辈们

的坚定意志，有效推动史志成果转化，深化群众史志宣教学习。

（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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