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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5年 1月 2日

【特别关注】

《四川简史》入围

“2024四川省文化发展十件大事”网络票选

1月 2 日，“2024 四川省文化发展十件大事”发布仪式在四川

广播电视台 S1演播厅举行。该活动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

从 111件推荐的文化发展大事中选出 20件 2024年度最具传播力、

影响力、引领力的文化发展大事作为候选进入网络票选，全网投

票访问量超 3600 万次，参与投票超 479 万人次，全网曝光量超

12 亿次。经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 2024 四川省文化

发展十件大事，全方位展示四川文化事业产业出彩出圈瞬间。四

川省地方志办历时 9年精心编纂出版的《四川简史》，入围 2024

年 12 月 24 日至 26日进行的网络票选 20件大事之一，与《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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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通史》《三苏合集版本集成》等作为多部重大出版物具有超

高人气。

2024年 12月 10日，《四川简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的编写是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履行“存史、育人、资政”

职责，贡献“智库”力量的一项重大出版物。全书约 24万字，梳理

总结了自先秦古蜀到新时代四川四千余年的历史，完整勾勒四川

的发展变化历程和概貌，重点总结四川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

方面的成就、贡献与地位。旨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推进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历史镜鉴与智慧。

该书邀请四川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

省政府文史馆资深馆员谭继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

师陈廷湘两位专家把关定向、全程指导。编写团队汇聚了高校、

党政机关的优势力量，集中了各方智慧。省地方志办在组织办领

导和各处人员对书稿进行多次修改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省直有

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意见，邀请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赵心

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等权威专

家多次审核把关，并组织力量对文字进行反复精心打磨，对史实

进行严谨核实。

该书在体例、重点与叙述选择方面，不求面面俱到，在主线

脉络清晰的同时，突出三个重点：一是重在叙述历代四川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特点与亮点；二是采取突破时代限

制的方法，注重史体与志体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集中展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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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事件或主要成就的发展演变历程；三是根据内容，精心选

配反映四川历史文化的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人、

大事要事的代表性图片，做到图文并茂、图文互鉴。该书一经出

版，即受到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产生了较大影

响。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广播

电视台承办，四川观察、天府新视界协办的“2024 四川省文化发

展十件大事”网络投票环节，《四川简史》与《巴蜀文化通史》《三

苏合集版本集成》等作为多部重大出版物具有超高人气。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人民群众的“三个服务”理念，编纂出版了一批重大主题出版

物，在传承巴蜀历史文脉，留存艰苦卓绝历史，展现绚丽多彩文

化，弘扬四川人文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重大文化成

果，由于主题鲜明、文化厚重、质量上乘、印制精美，受到广泛

好评。其中，《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大熊猫图志》（中

英文版）《新中国 70年四川大事记》《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事记》

《四川抗战历史文献》“三亲卷”等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大熊猫图志》成为四川对外交流的宣传名片与礼品书，

被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大熊猫图志》英文版纳入中

宣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于 2024 年 10 月在英国出版，

面向全球 40个英语国家发行，开创了中国特色图志首次出海的历

史，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注入了新的活力。《四

川当代史》《四川羌族通志》《四川客家志》等重大出版物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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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广泛欢迎。

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始终立足志鉴编纂主业主责，继续编

纂出版《四川抗日战争志》《四川扶贫志》《四川全面小康志》

等重大主题文化成果，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史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绵阳、巴中、甘孜州巴塘县积极推进扶贫志编纂

2024年 12月 20日，绵阳市召开《绵阳市扶贫志》（初稿）

评审会。项目评审专家及工作专班成员，围绕志稿的政治观点、

体例结构、资料内容、行文规范等方面进行评议，指出存在问题

和不足，并就修改完善志稿提出建设性意见。

2024年 12月，《巴中市扶贫志》完成初稿编纂。

2024年 12月 17日，巴塘县召开《巴塘县扶贫志》终审会议。

与会人员围绕志稿内容准确性和完整性、整体结构布局、逻辑顺

序、文字表述等方面进行细致审阅，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50余条。

（综合绵阳市、巴中市、巴塘县信息）

广元市三措施推进教育志鉴编纂

2024年，广元市地方志工作部门会同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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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多措并举推进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专题研究，联合发文，建立教育志鉴编纂制度。市地方志编

纂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与市教育工委、市教育局负责同志交换

意见。分管负责同志多次上门沟通协调、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推

进广元教育志鉴编纂工作。2 月，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广

元教育志鉴编纂工作的通知》，贯彻省地方志办、教育厅文件精

神，安排部署编纂广元教育志鉴工作，形成工作制度。

列入目标，强化考核，细化教育志鉴激励措施。市委将史志

工作列入对县（区）、部门年度党委绩效保证目标考核体系，将

扶贫志编纂、综合年鉴编纂出版、教育志鉴编纂等工作纳入史志

目标考评细则。市委办公室将教育志鉴编纂工作列入对县（区）、

市直部门“五拼五比五争先”行动加（扣）分工作台账，实行季度

统计、年度汇总，台账结果与年度目标考核结论挂钩。

联动协作，提升质量，教育志鉴编纂成效显著。市、县（区）

教育部门成立教育志鉴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地方志工作部门加强

对教育志鉴编纂的支持配合、沟通协调和业务指导，形成工作合

力。贯彻地方志质量建设要求，落实技术规范标准，着力提升教

育志鉴编纂质量。《剑阁县教育志（2008-2023）》移交出版，《旺

苍教育志》完成初稿，《广元市朝天区教育志》启动编纂，朝天

区召开校志编纂培训会，2024年全市新启动编纂《普安小学志》

等学校志 16部。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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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奋力打造镇村志精品

近年来，广安市地方志系统大力推进镇村志编纂工作。

坚持“开门修志”。落实资料搜集人员，积极发动村（社区）

力量，大力开展田野调查，广泛搜集各个历史时期的图文资料，

全面普查镇村历史人文、名胜古迹、传说故事、风土人情、风物特

产，挖掘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民间实物，丰富镇村志编纂内容。

如岳池县《顾县镇志》设置全国水利模范镇、四川省中医药康养

旅游示范基地、顾县牛皮豆腐干等篇目，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拓宽资料渠道。加强与基层站所室、各级档案馆及民政、乡

村振兴等部门联络，查阅志鉴书籍，广泛搜集能反映镇村发展进

程的照片、文稿、影像、字画及有关实物、史实、回忆录等资料，

力求资料具体、真实。开展实地走访、县外调研，组织专人多次

走村转户，与有阅历的老人、乡贤、退休人员和知情者、亲历者、

见证者面对面交谈，将讲述语言提炼并创编成文字资料，大力保

护好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切实做到为“乡愁”纂志、固文化根基。

强化宣传利用。用好史志阅览室、招商引资赠书等渠道，加

强镇村志宣传推广，推动全市建成村史馆、乡情陈列室等乡镇（街

道）、村（社区）史志阅览室 41个，及时更新镇村志等史志书籍，

组织开展赠书活动 30余次，向士绅乡贤、知名人士、文化学者等

赠送志书 2000余册，切实用乡村故事留住记忆，凝聚乡贤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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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县两级完成综合年鉴 2024年卷出版

2024年 12 月，绵阳市县两级综合年鉴 2024 年卷（1 部市级

年鉴、9部县级年鉴）全部按时保质完成出版。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平昌县积极推进镇村志编纂

平昌县地方志办公室积极推进镇村志编纂，全县 60部镇村志

编纂工作全面启动。截至 2024年 12月底，公开出版 6部镇志、2

部村志，内部出版 3 部镇（街道）志、8 部村志，完成镇志编纂

样书 20部、村志编纂样书 15部。

“三专”强基础。组建专业团队，全县选拔且多轮筛选后确定

180 名专业人员组建专业编纂团队，积极参加省、市、县组织的

业务培训，提升编纂人员素养，开展多层面交流提升业务水平。

设立专项经费，将编纂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各镇（街道）发

布倡议书拓展资金渠道，采取自筹与社会捐赠相结合，保障志书

编纂出版资金。建立专门制度，根据上级地方志部门要求结合实

际制定年度编纂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保障编纂质量与进度。

“三全”促编纂。全面收集资料，县及镇村出台编纂规划方案，

发布公告征集资料，“线上线下”齐发力，广泛收集历史文献、口

述历史等资料。全程把控质量，构建三级审核机制，编纂人员自

查自纠、镇初审把关、县地方志办全面审读，如《土垭镇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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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纠错 380余处，确保志书品质精良。全力彰显特色，深挖镇

村自然、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特色元素，于志书中特辟篇

章浓墨重彩呈现，如《白衣镇志》聚焦古建筑、孝廉文化、特色

产业，生动勾勒千年古镇独特魅力，传承地方文脉。

“三强化”优过程。强化志书纲目设置研讨，由县政府分管领

导或县地方志办主任主持研讨会，编纂单位、编纂人员、县地方

志办三方通力协作依其特色确定纲目，把好框架关。强化业务培

训指导，县地方志办深入各镇培训业务，剖析编纂要害处、关键

点，互鉴互学，提升编纂队伍“实战”技能，2024年累计培训 1200

人次。强化督促考核激励，全程跟踪督查，纳入年度县委县政府

综合目标考核及年度评选先进，激发编纂活力。

“三优”强学会。优才支撑，县地方志学会 160 余名个人会员

参与志书编纂，凭其专业技能编纂专业志书。优服减荷，102 个

会员单位享志书编纂培训、指导、审读等多元服务，减释编纂单位

“负荷”。优制聚力，完善县地方志学会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其智囊

助手作用，会员依制度按规定编纂，聚心合力推动志书品质提升。

（平昌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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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1月 2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