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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0日

【特别关注】

四川制定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新时代新征程四川现代化建设，

12 月 18 日，四川省地方志办印发《关于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制定 20条工作措施，要求修

志编鉴与开发利用、宣传弘扬同推进，留存历史与关注现实、服

务当代相结合，推进全省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指出，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延续历史文脉、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地方志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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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己任，树牢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

众理念，围绕当好历史文化守护者、传统文化及红色文化传播者、

民族文化及本土文化挖掘者，推动“存史、育人、资政”三项主业

质量全面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贡献力量。

《意见》要求，要夯实存史修志主业，记录四川发展历程。

认真总结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积极推动第三轮修志工作。围绕

重要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编纂专题志书，鼓励各地各部门编

纂专题特色志鉴，忠实记录本地党委、政府大力实施“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推动改革发展稳定民生的奋斗历

程和重要成就。巩固拓展“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当年卷当年出版”

成果，实施好年鉴精品工程；鼓励编纂即时性记录产品，逐步建立

起“月度微记录，本年度记录，次年编纂年鉴，每五年纪事”的全时

序、多样化年鉴编纂体系。深入推进珍贵旧志、史料文献整理、点

校及开发利用工作，稽考旧史，镜鉴当下。

《意见》要求，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守护巴蜀历史文脉。

做好古蜀文明、三国文化、三苏文化、蜀道文化、农耕文化等开

发利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宣传。收集整理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红军长征、抗

日战争、抗美援朝、三线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巴蜀大地上产生

的红色故事、红色文化、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编纂地方简史、

大事辑要、英烈传略等书籍，开展有关当事人口述历史采集及影

像拍摄，加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宣传弘扬，讲好改革



— 3—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奋进故事，以优秀文化凝心

铸魂、汇聚民力；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建强用好地情网站、新媒

体平台；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方志馆建设，适时建设“四川省

史志馆联盟”。

《意见》要求，要深化方志开发利用，服务治蜀兴川大局。

加强资政辅治，开展资政研究，建设“智慧方志”，服务科学决策。

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服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

实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开展古驿道、古村

落、古建筑、古城镇、古民居、古树名木等专题研究，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保护利用。服务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持续推进川粮油、

川畜、川菜、川果、川茶、川竹、川药、川酒等“四川造”产品历

史文化内涵挖掘整理，提升“川字号”品牌综合效益。服务文化强

省旅游强省建设，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

做好本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和宣传推介，开展地情短视频拍摄，深化推进名志文化工程，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

《意见》要求，要实施固本强基工程，筑牢发展底部基础。

全面推进依法治志，推动“一纳入、八到位”落到实处；严把质量

标准，落实好四川省志、市县志、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

严格落实全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复核及质量抽查制度，

不断提升志鉴质量；加强方志理论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

果；建强方志人才队伍，高标准建设四川省地方志专家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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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推进干部培训全覆盖，确保方志事业薪火永续。

《意见》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统筹

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措施，细

化责任分工，健全推进机制，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深化交

流提升，推广经验做法，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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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2月 20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