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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记录治蜀进程 提供资政参考

《四川印记（2024）》精彩亮相 2025年全省两会

1月 19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精心编辑的《四川印记

（2024）》送 2025年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使用。自 2021年起，省地方志办已连续 5年向全省两会呈送

志鉴成果，这不仅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切实践行，更是主动服

务中心大局、积极履行“存史、育人、资政”职能职责的有力彰显。

特设专版，铭刻七十五载四川辉煌历程。2024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四川印记（2024）》聚焦天府之地，以“七

十五载 日新月异”为题，设“数说四川 75 年”、全省 21 市（州）

城市新旧对比图表专版，直观生动展现四川在过去 75年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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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程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一组组数据，如历史的脉搏，诉说四

川大地从经济腾飞、产业革新到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等各个维度

的斐然佳绩，跳动着四川发展的强劲节奏；一幅幅图片，似岁月

的画卷，新颜与旧貌碰撞，过去的质朴与如今的繁华交织，直观

呈现出城市的沧桑巨变，奏响四川砥砺奋进、跨越发展的强劲旋

律，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四川一路走来的坚实足迹与辉煌成就，

体会到这片土地澎湃的发展动力。

内容全面，绘就中国式现代化四川年度画卷。2024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困

难挑战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承压前

行、砥砺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迈出坚实步伐。《四

川印记（2024）》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分“旗帜鲜明 政通

人和”“活力奔涌 开拓进取”“人文荟萃 科技更新”“民安物阜 枝叶

关情”“绿水青山 天朗气清”5个板块，以年度为界、时间为经、事

件为点，精心撷取 2024年四川在新时代治蜀兴川征程中的关键节

点、重大事件、卓越成就以及各领域的代表性成果，通过文字与

图片生动展现一年来四川的实践探索，呈上一份精彩绝伦的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四川答卷。从政治的清明有序到经济的蓬勃发展，

从文化的繁荣昌盛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科技的创新突破到生态

环境的持续优化，每一个板块、每一幅图片都凝聚着四川人民的

智慧与汗水，彰显着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四川迈出的坚实步伐与

取得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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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打造精美实用阅读佳作。《四川印记（2024）》

在整体设计上大胆创新，全方位聚焦提升读者体验。封面独具匠

心地选取四川地形图，凸显四川作为战略腹地的重要地位，烫金、

UV工艺的运用增添庄重与典雅；32开的尺寸设计方便携带收纳，

全书采用锁线裸背工艺，使得内页可完全平铺展开，完美展示出

图片细节，极大地方便读者阅读。丰富的内容、突出的主题、精

美的制作，使得该书不仅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提供

信息支持，更为各级领导和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

资政参考。

《四川印记（2024）》亮相两会，是省地方志办落实“服务中

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的生动实践与创

新探索。展望 2025年，省地方志办将矢志不渝守护方志编纂与传

播阵地，积极肩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持续记录巴蜀风采、传承历史文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

实的工作和更加丰富的地方志成果资政育人，为续写中国式现代

化四川篇章贡献四川地方志人的智慧和力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泸州编纂出版特色地情书籍

1月 15日，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纂的《非遗里的成都》

新书发布会在成都杜甫草堂书院举行。该书约 24万字，图片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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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幅，以方志文献中对成都非遗的记载为引，精选具有代表性、

大众喜闻乐见的 30个非遗项目，既有蜀锦、蜀绣、漆艺、银丝花

等巧夺天工的非遗项目，又有川剧、郫县豆瓣、青城武术、竹麻

号子、西岭山歌、春台会等烟火气的非遗项目，以“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理念，小切口纵深展示“天府之国”精湛独特的非遗技艺

和深厚绵长的非遗文脉，对于助力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具

有重要意义。

2024 年 12 月底，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泸州市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泸州市博物馆、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

编的《泸州龙文化图志》出版。该书约 33万余字，收录图片 500

余幅，包括大事记、龙桥卧波、龙雕祥瑞、龙舞盛世、龙栖山川、

龙兴万事、附录等部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泸州“龙桥”文化、“龙

雕”文化、“龙舞”文化、“龙名”文化，以及其他重要的龙文化。该

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泸州龙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展示了博

大精深的龙文化，有助于传承龙的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综合成都市、泸州市信息）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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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