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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5月 9日

【特别关注】

服务中心大局 谱写时代新篇

——2022年《巴蜀史志》掠影

2022年，《巴蜀史志》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筑牢

姓党为民的宗旨意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宣传思想战线要“唱响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作为挖掘和弘扬巴蜀文化的宣传阵地、作

为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平台窗口作用，不断提高政治性、

文化性、学术性、可读性，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力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

上新台阶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高站位明方向，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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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巴蜀史志》紧跟党政决策、紧扣时政热点、紧贴

百姓生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办刊中的指导地位，始终确保期刊

正确的政治方向。着力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巴蜀文化、民族文化，在办好常

设栏目的同时，适时新设栏目，强力打造主题期刊和专栏，持续

有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能力。

一是紧扣中心大局、时政热点，打造特色专栏、主题期刊。

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

召开的时政热点，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党委政府工作重点，精

心设计“时政辑要”“奋进新征程”“成渝双城记”“红色记忆”“资治探

索”等栏目，宣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助力

实施乡村振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等国家战略。联合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

作办公室）精心筹划、编辑出版《巴蜀史志》2022 年第 5 期“四

渡赤水”专刊，联合文旅厅匠心策划、编辑出版《巴蜀史志》“非

物质文化遗产”增刊，宣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集中展现四川非物

质文化的独特魅力，助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

二是接续弘扬巴蜀文化，加大常设栏目组稿力度。加大“封面

故事”“蜀中人物”“史料之窗”“巴蜀文献研究”“盆地探秘”“历史文

化”等常设栏目组稿力度，刊载大量有较高文化价值、学术价值、

创新价值稿件。如“巴蜀文献研究”栏目刊发 16篇整理研究巴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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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章，“盆地探秘”栏目刊载 5篇探秘四川盆地人文地理文章，“历

史文化”栏目刊载 10 篇省内文史爱好者探讨四川人文风情文章，

引领读者从不同维度了解认识四川地情文化多姿多彩，领略巴蜀

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文章的推出，对增强巴蜀文化自信，助力

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发挥杰出人物、优秀书籍引领带动作用，根据来稿内容

适时新设栏目。“人物访谈”栏目刊发《42年军旅梦 惊涛骇浪筑军

魂》，展现原东海舰队副政委魏伯良将军在诗歌创作、书法方面

的深厚造诣及退休后捐资助学、捐资修路、扶贫扶弱、赠书赠字

的高尚情操；“人物简谱”栏目刊发《赵义山先生学术简谱（1977

年至 2022年 3月）》，以大事记的形式，系统展现四川师范大学

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届天府学

者特聘教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赵义山先生在宋元明清文学、中

国古代词曲和巴蜀文化等领域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好书品鉴”

栏目，评析探讨《晏阳初》《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会理州乡土

志》《有泰日记》等书籍，充分发挥这些书籍的教化育人作用。

二、强质量促提升，打造精品史志期刊

质量是期刊的生命。2022年，《巴蜀史志》牢牢树立质量意

识，在稿件质量、板式设计、编校质量上狠下功夫，严格把关，

努力提升刊物质量，打造精品期刊。

一是广泛征约稿件，提升稿件质量。“奋进新征程”栏目面向

社会各界征文；“四渡赤水”专刊精选第二届长征精神主题论坛



— 4—

——“四渡赤水·泸州论坛”征约稿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向国

家、省、市（州）相关部门单位约稿，向省内科研院校非遗研究

专家约稿，采写传承人访谈稿，确保专栏专刊增刊稿源和稿件质

量。常刊“盆地探秘”“历史文化”栏目邀请知名教授、作家撰稿；“史

料之窗”“蜀中人物”等栏目注重选取省内外对巴蜀文化有深入研

究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来稿。大量优质稿件的刊用，有效提升

了刊物质量。

二是灵活设计栏目，突出主题内容。“四渡赤水”专刊设“时政

辑要”栏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设“特载”栏目，分别介绍当前

国内研究四渡赤水的前沿动态和主要观点，四川非遗禀赋特点、

传承保护要义。“四渡赤水”专刊设“战地故事”栏目，“非物质文化

遗产”增刊设“活态传承”栏目，介绍先锋模范人物、代表性人物生

动事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前置插页提纲挈领反映四川非

遗传承保护大事、国内外传播交流盛况，立体呈现四川非遗独特

魅力；设“数说非遗”栏目，引导读者立体全面了解四川非遗分布、

传承保护情况；设“图说非遗”栏目，生动形象介绍四川最具代表

性的世界级、国家级非遗项目。

三是优化制作设计，提升刊物品质。专刊增刊邀请资深文化

公司进行四封和内文版面设计，力求策划新颖、版面活泼。“四渡

赤水”专刊先后 4次召开编辑工作座谈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先后 3次在文旅厅、省非遗保护中心召开编辑工作座谈会，编辑

部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议，就专刊增刊定位、视野视角、栏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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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稿源获取、文稿编排、图片选取、内容优化等进行反复沟通

商议，确保专刊增刊制作设计精良。“四渡赤水”专刊精选大量与

四渡赤水有关的遗址遗迹图片、文物珍贵照片，“非物质文化遗产”

增刊精选众多四川非遗项目图片，常刊各期精心选用一地地标风

物图片作封面、封三封四坚持精心选排一位四川籍书画名家作品，

各期期刊图文并茂，大大提升了刊物文化艺术品质。

四是强化质量管控，严把质量关卡。严格执行三校程序，交

叉校稿，确保每篇稿件 3人以上参与校对。每期刊物印制前，编

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从头至尾对清样稿进行审阅，严防政治

和史实差错，避免标题格式不一、漏字、掉行、图片不清晰等情

况。常刊邀请 3名巴蜀文化专家为期刊顾问，“四渡赤水”专刊邀

请江红英、周锐京、龚自德、周琴等党史专家对专刊相关史实进

行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特邀文旅厅一级巡视员赵红川等

审读样刊，确保各期期刊内容全面、资料系统、事实清楚、记述

准确。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巴蜀史志》副主编赵行

亲赴印刷厂监督指导专刊增刊印制工作。

五是加强学习交流，提高编校能力。编辑部工作人员通过参

加省地方志办机关党委组织的集中学习、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和

政策法规宣传处支部组织的支部学习，参加四川省期刊协会、四

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协会举办的培训及社科期刊编辑继续教育

培训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现场教学，聆听主题党课、专题授

课，观看专题节目、警示教育片，在编辑部内部就选题、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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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设置等开展经常性的业务研讨，不定期就编校中遇到的问题

开展形式多样的业务交流等，不断提高编辑部人员政治素质和业

务素养，为提升期刊质量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三、多方式广传播，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

2022年，省地方志办持续加大期刊赠阅范围，发挥期刊育人

资政作用；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

一是持续扩大期刊赠阅，发挥育人资政作用。继续向成都市

青羊区双眼井社区、毛边书局·桃蹊书院方志文化宣传基地赠阅期

刊，助力基层德治教化。继续向国家相关部委、省四大班子领导、

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省内外部分史志专家赠送期刊；向省内外

有关高校图书馆、省四大班子离退休干部阅览室、省老领导集中

居住点阅览室、四川省政协文史馆、省委党校学员宿舍等各级各

类阅读场所赠送期刊。向省政协会议社科新闻出版法律组参会人

员、省政协文史委全体委员会议暨对口联系部门（单位）工作会

议参会人员赠送期刊；新增向全省省、市（州）、县（市、区）

三级图书馆，乡镇（街道）、村（社区）史志阅览室赠送期刊。

赠阅范围的不断扩大，《巴蜀史志》育人资政作用更加凸显。

二是用活各类宣传平台，扩大影响力和受众面。与中国知网、

国家哲社期刊数据库、维普资讯、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

龙源期刊网、中邮阅读网等期刊网站和数据库合作；与四川各大

传统纸媒和新媒体交流合作，扩大期刊传播面、社会影响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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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新华社四川分社、中新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社、《华

西都市报》、“学习强国”等建立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加强主流媒

体对《巴蜀史志》扩容改版、出版专刊增刊等信息的宣传报道。

每期出刊同时在“方志四川”微信平台、四川省情网发布期刊推介，

增强阅读指引；每期《巴蜀史志》在方志四川微店销售，三星堆

专刊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销售，受到欢迎与好评，扩大了期刊阅

读量和读者群。《巴蜀史志》实现数字化，读者登陆“四川省情网”，

便可查阅每期电子版。充分利用各类平台，有效扩大了期刊的社

会影响力和受众面。

三是以匠心铸品质，深得社会各界肯定。2022年，《巴蜀史

志》编辑出版 6 期常刊、1 期增刊，累计发稿 243 篇，各期内容

丰富、图文并茂、制作上乘、可读性强，深受社会各界喜爱。《巴

蜀史志》各期出版推介在“方志四川”微信平台发布后，不少网友

点赞留言，不少专家学者、机关干部转发盛赞。如 2022年 12月

31日，网友“冬哥”留言：“40 年来，《巴蜀史志》一以贯之地坚

守刊物宗旨，为讲述四川故事、传承巴蜀文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巴蜀史志》是四川乃至西部、全国不可多得的文化刊

物。”2022 年 12 月 27 日，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科研处处长宋

键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学习强国”发布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巴

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出版发行》一文并留言：“四川省地方志

办近年来的专刊主题鲜明，主线突出，格局大气，设计新颖，图

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巴蜀史志》编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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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动态常被四川省人民政府网、中国方志网、中国新闻网、四川

省期刊协会等有关部门网站、新闻媒体和微信公众号广为报道。

如 2022年 10月 22日，四川省期刊协会微信公众号报道《巴蜀史

志》开展“喜迎二十大”系列活动。《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出刊后，2022年 12月 20日、12月 22日、12月 26日、12月 27

日，中国新闻网、四川省期刊协会微信公众号、中国方志网、“学

习强国”先后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

刊出版发行》为题予以报道。2022年 11月 22日，《巴蜀史志》

从全国近万种期刊中再次脱颖而出，入选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活

动拟荐期刊（全国推荐 206家，全国史志界推荐《巴蜀史志》《江

苏地方志》2家）。

迈步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巴蜀史志》将始终坚守初心使

命，开拓创新，砥砺前行，积极探索史志期刊高质量发展新路，

在办刊水平上寻求更大突破，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为记录历史弘扬文化、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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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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