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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6日

【特别关注】

《四川年鉴（2023）》出版发行

12 月 25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管、四川省地方志工

作办公室主办、四川年鉴社编纂的《四川年鉴（2023）》出版发

行。《四川年鉴》自 1986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版 37卷。

《四川年鉴（2023）》秉承“编鉴堪用 服务大局”的思路，成

书设 31 个类目，150 万字左右，图照 231 幅，表格 61 张，在保

持原有内容框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科学求变，以图、

文、表、记、录等多种形式记载 2022年度四川省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重要成就，突出时代

特征、年度特点、四川特色。



— 2—

优化谋篇布局 完善架构体系

一是重视顶层设计。省地方志办始终高度重视《四川年鉴》

编纂工作，提出质量第一、超前谋划、开门编鉴等要求，组织《四

川年鉴》编委会召开《四川年鉴（2023）》篇目讨论会，讨论大

纲框架、层级优化、内容归属方案等，全程指导《四川年鉴（2023）》

大纲拟定、稿件征集、三审三校、封面彩页设计、付印出版整个

流程，为《四川年鉴（2023）》顺利出版打下坚实基础。四川年

鉴社 2月初即向省直部门（单位）发出征求意见函，收集各领域

各行业和各主要供稿单位对篇目设置的意见；2 月底，综合各供

稿单位、《四川年鉴》编委会意见，学习借鉴全国优秀年鉴经验，

在保持传统框架相对稳定和既有优势基础上，确定全新的编纂大

纲。编纂过程中创新采用稿件情况汇总表细化工作流程，4 月中

旬基本完成初稿征集，8月底完成三审，12月成书，且成书体量

从 200万字精简到 150万字左右。二是优化大纲类目。将原有 21

个类目调整为 31个类目，做到大纲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有机

融合。三是层级相对固定。除个别栏目外，全书基本统一为类目、

分目、条目三级结构，层次清晰地记录四川全省各层面的年度发

展成果。

明确省级站位 提升年鉴质量

一是类目设置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记载 2022年度四

川的大事要闻，突出反映各地各部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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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新进展，突出省级定位。二是去粗取精，强化省级层面数据。

策划“数字四川 2022”“2022 年度‘四川之最’”，直观展现四川省级

层面年度发展成就；特载刊载《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

发展新篇章》《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 团结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等重要文章，附录

收录《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2022年四川省统计资料》等数据资料，集中展现四川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发展新篇章的

四川实践。三是对标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精品年鉴相关要求，

压缩市（州）概况县区级内容篇幅，以市（州）一级宏观数据为

主，勾勒四川“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发展新风貌。

突出地域特色 展示时代风采

2022年是极为重要也极不平凡的一年，《四川年鉴（2023）》

封面、封底分别选用剑门雄关和剑门群峰图片，与卷首“习近平总

书记在四川的足迹”专题彩页、特载刊载《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

调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

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 团结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内容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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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出年度性基础上，展现四川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彩页另设 2022

年度“四川之最”；扎实推进“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

奋力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力应对高温极端天气；高质量推进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建设 4个专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四

川年度发展成就、天府儿女踔厉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大美四川的风

情风貌。新设“水利”类目，下设“综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饮

水”“灌区建设”“水库除险加固”“河湖管理保护”“科技与教育”“水

利水电工程移民”分目，突出四川水利大省特色。

一年铸一“鉴”，付梓与君贺。《四川年鉴（2023）》的出版，

是省地方志办及四川年鉴社在全面实施地方志质量提升行动这一

新的历史时期交出的又一份完美答卷。四川年鉴社将继续坚持“初

审即终审，质量即生命”的理念，以打造精品年鉴品牌为目标，围

绕四川发展大局，突出四川地方特色，集思广益，精雕细琢出精

品，不仅为后世留下可信可靠的历史资料，同时还为建设现代化

四川提供“年”度“鉴”证，“编鉴为用”服务治蜀兴川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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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