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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5年 1月 16日

【特别关注】

“中国蜀道方志丛书”首批成果出版发行

1月 11日，“中国蜀道方志丛书”首批成果 122册由西安出

版社出版发行。

蜀道，穿越秦岭巴山，连通秦蜀甘渝，是民族交往之道，经

济交流之道，文化交融之道，在华夏历史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在有关中国古代交通的历史文化记忆中，蜀道与长城、大

运河具有同样特殊的意义。对于川陕两地来讲，蜀道文化不仅是

最值得宣传和展示的世界级文化品牌，也是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

沟通人与自然、促进川陕融合发展的文化纽带。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赴川赴陕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四川省

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牵头策划，广元、汉中两地蜀道专家携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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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出版“中国蜀道方志丛书”，通过搜集整理影印蜀道沿线府州

厅县存世古旧志书，打造蜀道方志整理汇编重大文化工程。

丛书主编、广元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陈洪介绍，“中国

蜀道方志丛书”首批推出《褒斜道历代方志集成》《故道历代方志

集成》《傥骆道历代方志集成》和《子午道历代方志集成》，共计

122 册。丛书收录陕境蜀道沿线府州厅县古旧志书 121 种，其中

馆藏低于 3家的珍稀版本、孤本方志达 41种，为研究蜀道的历史

变迁、文化传承、地理风貌等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无论是

历史学者探寻古代交通要道的发展脉络，还是文化爱好者深入了

解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此套丛书都将是不可或缺的珍贵宝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资阳市印发《2025年度史志“进校园”工作方案》

1月 15日，资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印发《2025年度史志“进校园”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建立长效史志“进校园”工作机制，在全市范

围内组建 1+3+N〔1 由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市委党校、市委党史

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市教育和体育局相关业务骨干约

10人组成；3由雁江区、乐至县、安岳县宣讲业务骨干约 10人组

成；N由全市中小学思政课、历史课专业教师约 600余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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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进校园”宣讲团，常态全覆盖市及县（区）中小学校史志宣教。

《方案》要求，2025年组织相关专家、业务骨干形成《史志

思政课件大纲》，结合教育工委专题培训，组织对全市中小学思

政课、历史课教师开展史志思政宣讲专题培训。宣讲团分别到市

辖 6 所中小学开展示范宣讲，3 个县（区）宣讲团按照属地就近

原则分别到 4所中小学开展示范宣讲，并结合史志专题宣讲、书

记（校长）史志宣讲、先进事迹报告会、展板展览、视频播放等

形式，在全市中小学团课、队课中融入资阳地方历史相关内容，

常态化开展史志思政课宣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案》强调，结合史志思政宣讲开展短视频拍摄和征集活

动；通过祭扫烈士陵园、参观资阳市博物馆、瞻仰革命遗迹等方

式，积极组织中小学校就近就便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育活动，

引导青少年学生“零距离”感受资阳历史文化，“全方位”了解资阳

发展历程；将本地史志文化作为重要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在

市内中小学创建 2—4所史志阅览室，为学生提供资阳地方历史等

丰富的史志、地情阅读资源，让校园师生通过亲身参与、观看短

视频作品等，铭记历史，激发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宜宾市全面推进史志信息工作

2024年，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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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全面推进史志信息工作。全年被省党史文

献网、省情网等采用信息 480余篇，比 2023年同期增长 11%。

提高“政治站位”强领导。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市委党研室

（市地方志办）领导班子把信息工作列入全年工作重点内容，及

时召开室务会专题研究、安排部署和推进信息工作。二是组建工

作队伍。整合信息资源，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考核的方式成立信

息工作小组，并以此为主体，构建起全员参与的信息宣传工作模

式。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加强史志信息工作、进一步加强紧

急信息报送等制度文件，动态调整信息工作小组人员，明确县级

信息工作任务，并建立信息工作“周提示、月评比、季通报、年

考核”工作机制，推动信息工作责任落实。

突出“精品定位”强管理。一是加强业务能力培训。组织单

位职工常态化学习国家和省、市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及时

参加省级及市本级组织的信息工作培训，加强业务学习，拓宽写

作视野。二是加强内容审核把关。严格按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地

方志办对信息报送工作的要求，突出信息撰写“新、快、实、真、

严”五字理念，规范信息上报流程，认真落实“三审三校”，切

实提高信息报送质效。三是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定期选取其他市

（州）优秀信息供大家学习借鉴，并从信息员报送信息中，挑选

有特色、质量高的信息印发或推送市、县两级信息员学习研讨，

全面提高全市史志信息撰写水平。

明确“融合方位”强宣传。一是坚持主业强宣传。不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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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史志工作安排部署、实时动态、创新举措、最新成果和典型

经验，及时撰写上报信息宣传稿件。二是回应需求拍视频。积极

运用新媒体拓展史志宣传格局，深度挖掘宜宾党史资源和地情文

化，推出更多有声有色、有内容有表达的音视频作品，满足人民

群众对史志文化的需求。三是拓宽渠道强影响。在办好《宜宾史

志》期刊（季刊）、编好宜宾史志信息基础上，积极推动史志信

息化建设，办好“宜宾史志”微信公众号，升级改造宜宾史志网

站，加强与地方主流媒体合作，推进多媒体常态化宣传，不断提

升史志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阿坝、成都市金牛区等地地方志成果服务两会

1月 13—14日，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地情书籍《阿

坝印记》亮相阿坝州两会。这是阿坝州地情书籍连续 4年亮相州

两会。

1月，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鉴记金牛（2024）》

《半城逸事》亮相区两会，作为会议资料获得与会代表、委员关

注，备受好评。

1 月 7—10 日，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成都市青

白江区地方志编纂中心编纂的《鉴记青白江（2024）》作为会议

资料送两会代表、委员参阅。这是青白江区首次推动年鉴即时性

记录进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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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相关单位编纂的《鉴

证龙泉驿 2024》《我是龙泉山》亮相区两会，以其即时性、集成

性、可读性受到两会代表、委员广泛关注。

1 月，成都市都江堰市地方志办公室将最新方志成果《“画”

说都江堰》作为会议资料送至两会代表、委员。这是都江堰市方

志成果第 2次亮相市两会。

〔综合相关市、县（市、区）信息〕

广元、乐山、广安等地领导

对地方志工作作出肯定性批示

1月 10日，广元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在省地方志办《关

于表扬 2024年度市（州）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的通知》上批示：

获多项表扬，不容易！望继续努力，争取走在全省前列。

1月 13日，乐山市委书记赵波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表扬 2024年度市（州）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的通知》上批示：

很好！望再接再厉！1月 2日，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彦批示：

已阅，再接再厉！1 月 3 日，乐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文春雷

批示：去年工作有新进步，但还有提升空间，今年要全面进步争

先拿“大满贯”。

1月 10日，乐山市委副书记陈扬杰在《乐山史志工作简报》

第 3期〔直笔著史 鉴往知来 《乐山简史（口袋书）》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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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批示：这个书很好，很实用。

1 月 9 日，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襄渝在《四川省地方志

工作办公室关于表扬 2024年度市州地方志系统先进单位的通知》

上批示：可喜可贺！望新的一年，再创佳绩。1 月 7 日，广安市

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周杰批示：建议永保这种干劲与拼劲，

再接再厉！

1 月 7 日，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杰在《广安市地方

志办公室关于 2024年工作总结和 2025年工作打算的报告》上批

示：市地方志办认真践行“三个服务”理念，工作成效明显。望

再接再厉，推动全市地方志工作再创佳绩。

1 月 8 日，《大英年鉴（2024）》获遂宁市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大英县委书记胡铭超肯定性批示：鉴往知来，向史而新。

该年鉴紧扣时代脉搏，创新编纂方式，既存真求实、数据翔实，

又内容丰富、排版美观，充分彰显了大美大英建设的特色亮点，

值得点赞！在新的一年，望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盯发展大势，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锚定“资政、存史、育人”核心，更好发

挥地方志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时代功用，

奋力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月 8 日，巴中市巴州区委书记余斌在区史志研究中心撰写

的专题记述文章《奋力绘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巴州画卷”》上

批示：好，再接再厉。

1 月 9 日，巴中市巴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黄俊霖在区史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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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撰写的资政文章《巴中市巴州区传承民俗文化赋能乡村振

兴的理论思考与路径探索》上批示：区史志研究中心坚持守正创

新，深挖民俗文化内涵，助力乡村振兴，成效显著。望再接再厉，

深化研究，多做贡献。

1 月 8 日，巴中市巴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包晗在区史志

研究中心撰写的资政文章《跨越重峦 不以山河为远》《奋力绘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巴州画卷”》上批示：望持续讲好巴州故事，

为建设清爽奋进幸福巴州贡献史志力量。

1 月 3 日，平昌县委书记张勋在县地方志办公室撰写的《关

于推进志书编纂文化工程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地方志作为“一

地之百科全书”，要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功能，让

更多群体知我平昌、爱我平昌、建设平昌、宣传平昌。望把好的

做法坚持下去，多出优质志书。1 月 6 日，平昌县委常委、副县

长杨志强批示：志办的工作很有力、很有成效，望持续保持。

〔综合相关市、县（市、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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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