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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月 9日，《人民日报》第 9版刊载《发挥村志的独

特作用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化动力》一文，指明村志编修

的价值、意义，提出以深入调查研究推动志鉴编修、扩大村志运

用范围挖掘其多元价值、培育阅读村志习惯建立乡村文化传承长

效机制三方面为着力点，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化动力。现

全文转载如下，供全省地方志部门学习借鉴，并加快推进全省乡

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

发挥村志的独特作用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化动力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

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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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

力和风采。”村志是记录、传承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促进

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应用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作为地方志书的一种，

村志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一个村域范围内的山川河流、风物特

产、民生百业、文化风俗、村规民约、能工巧匠等内容。编修村

志，有利于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比如，浙江省江山市凤林

镇白沙村自 1981年以来，四修村志并以此振兴乡村文化、发展村

级经济，大幅提高了乡村振兴效能，获得“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

称号。又如，“全国村志编修示范县”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积极开

展全域村志编修工作，自 2021年以来已完成村志初稿 219部。该

县把村志编修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充分发挥村志编修

的综合效益，助力乡风文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产业

集群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深沉持久的文化动力。充分发挥

村志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独特作用，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深入调查研究，扎实推动村志编修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指出：“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村志就像是乡村的“百

科全书”，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做好编修工作离不开调查研究。

编修一部村志，就要对该村庄做一次“摸清家底”的工作，就要对

该村域的“三农”问题做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与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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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保证村志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全面性。编修出版的村志

越多，对我国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就会越广泛越深入，也越能为

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决策支撑。

扩大村志运用范围，挖掘其多元价值。修志是为了用志。只

有把用志这一环节抓好，充分挖掘村志在不同领域的价值，才能

让“三农”画卷更加壮美。比如，村志中记载的自然环境、资源禀

赋、基础设施等内容，对于科学规划农业生产、引导乡村产业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为此，要深入挖掘其中的经济价值，持续壮大

乡村富民产业。又如，村志记载了丰富的乡土文化相关内容，对

于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加强乡村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使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

保护利用具有农耕特质、乡土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

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培养阅读村志的习惯，建立乡村文化传承长效机制。村志不

是“文化快餐”，而是一种可持续发挥效用的精神文化产品，能够

记录乡俗，留住乡思。培养阅读村志的习惯，建立乡村文化传承

长效机制，将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为此，要培养村民

阅读村志的习惯，激发其热爱家乡的情感、建设家园的热情，引

导、鼓舞村民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开创美好未来。

（原载《人民日报》2025年 1月 9日第 9版，作者：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颜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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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成都市县两级综合年鉴 2024年卷全部出版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成都市县两级 2024卷综合年鉴 24

部全部出版。《金牛年鉴（2024）》《新津年鉴（2024）》入选

第二批“四川省精品年鉴”，15部年鉴在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

员会主办的 2024 年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检查推优活动中获得

特优、优秀等次，全市年鉴质效同步提升工作初见成效。

评价全覆盖，抬高质量底部。近年来，成都市地方志办认真

贯彻落实省地方志办关于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的工作

部署，将质量抽查扩展为对全市 23部县级综合年鉴开展全覆盖质

量评价。一是采取按分数划等次、不限名额的做法，鼓励区（市）

县自我提升。二是将全国、全省精品年鉴最新要求以及历次审查、

复核发现的问题，分解为 9大项 29细项可量化的评分项目，实行

倒扣分制，着力解决县级综合年鉴分类不科学、行文不规范等常

见问题。三是为 23 部县级年鉴逐一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问题“销

号”制度，力争每年消灭一批共性问题。同时建立整改督促机制，

将评价结果通报区（市）县政府，对质量评定得分后进单位进行

约谈。2024年，全市 85分以上年鉴由 8部上升到 17部，其中 90

分以上 6部，已“消灭”75分以下年鉴。

精品全动员，扩展质量顶部。以创精品年鉴为抓手，提升全

域年鉴整体质量，建立创精品年鉴遴选培育机制，每年培育一批、



— 5—

后备一批，分批次组织区（市）县综合年鉴申报创建“四川省精品

年鉴”。实行已创单位与培育单位“实战演练”的做法，先进带后进，

实战中推进。编印《创建精品年鉴指导手册》，作为提升全市年

鉴质量的“实操手册”。以精品年鉴为标准，结合篇目审查和质量

评价发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全市相继有 5部年鉴

入选全国或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武侯年鉴（2022）》为全省

首部中国精品年鉴，《青白江年鉴（2023）》为四川省精品年鉴

首部县级年鉴。《金牛年鉴（2024）》《新津年鉴（2024）》入

选第二批四川省精品年鉴，9家单位申请纳入 2025年培育名单，

全市年鉴事业发展初步形成学精品、创精品的良好氛围。

优化全流程，抓质量促效率。成都年鉴社优化“组稿+采编”

的编纂模式，建立“年初抓供稿、过程抓编审、年底抢进度，专业

人员+专家保质量，滞后通报+先进表扬促效率”的全流程质量管理

机制。各区（市）县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质效同步提升的方

法和路子。武侯区累积历年供稿发现的问题每年更新编纂指导手

册，金牛区用行政力量强力组织抓供稿质效，新津区提前研究全

局、从被动编向主动采促深度，简阳市、青羊区等区（市）县对

标精品、优化大纲，倒排时间节点率先出版，形成各有特色的经

验和做法。天府新区、东部新区在确保“当年鉴当年出版”的同时

补齐欠缺年度，全市 20个区（市）县和 3个新区全部实现当年鉴

当年出版。

（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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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方志馆开馆

1 月 2 日，广元城市展示中心（广元规划馆、广元方志馆）

举行开馆仪式。市委书记何树平宣布开馆。市级相关领导，市直

有关部门（单位）主要（常务）负责同志、各县（区）等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活动。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了展示中心，详细了

解广元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历程、未来规划建设及馆内展陈布局。

广元城市展示中心一层为方志馆，总面积 1428平方米，分城

市客厅、城市概况、建置沿革、三国重镇、女皇故里、风云利州

等 15个版块，集地情展示、志书收集、史料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德阳、内江、乐山、宜宾、广安、雅安
成都市武侯区、新津区地方志成果服务两会

1 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德阳印记（2024）》首

次亮相市两会。

1月，《内江史志（2024综合刊）》首次进入市两会会场，

为委员、代表们了解内江史志工作和内江党史、地方历史文化提

供了重要窗口，也为其建言献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1月 2—4日，乐山市两会召开。两会期间，乐山史志部门向

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赠阅《乐山简史（口袋书）》《乐山书

院》1200余册。

1 月 7 日，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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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编纂的《宜宾印记（2024）》送交市两会使用。这是宜宾史志

成果首次进入两会会场。

1 月 5 日，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向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赠阅《广安记忆（2023）》800 余册，便于其更加直接、

全面了解 2023年广安经济社会发展全貌。

1 月 5 日，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将 700 余册公开出版的《雅安市情（2024）》送到市两会代表、

委员手中。这是雅安市地方志成果第二次亮相市两会。

1 月，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武侯

年鉴 2024》《武侯印记 2024》亮相区两会，获得代表、委员广泛

关注和一致好评。

1 月，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新津

微记录（2024）》首次进入区两会会场，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热议焦点。 （综合相关市、区信息）

达州印发县级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置指导意见

1 月 6 日，达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印发《达州市县

级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置指导意见》，为即将全面启动的 2025年

卷年鉴编纂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范例。

《意见》依据《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关于地方综

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

建设纲要（试行）》等中央、省相关规范性文件，在充分学习借鉴

全国、全省多部优秀年鉴框架设置范例的基础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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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建议将年鉴框架结构设置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

层次。同时，将条目结构分为概况条目、常规条目、单一性条目，

其中概况条目反映年度内该行业或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

要特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主要成效、

年度特点、存在问题等；常规条目反映该分目各分支行业、领域

年度发展情况或主要职能年度工作开展情况，以记述基本信息、

基础数据、政策措施、主要成效为主，体现发展脉络；单一性条

目记述年度内的大要特新事，体现年度特点，一事一条，时间、

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基本要素应齐全。

《意见》要求，每年度必须辑录的基础资料部分，其类目、

分目和分目下的概况条目、常规条目一般应连续、固定设置，以

保证基础资料连续不断、纵横可比。

《意见》强调，年鉴框架应保持相对稳定，可依据年度特点

和事物变化情况作适当调整。各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应

结合实际修订完善基础资料篇目，并增设反映年度特点、地方特

色的特色篇目，实现年鉴框架相对稳定与合理创新有机统一。

（达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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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1月 9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