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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5月 12日

【特别关注】

省广电局 省地方志办联合开展

“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全省地情短视频拍摄

宣传推广活动

为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地情文化宣

传弘扬，扩大各地知名度和影响力，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5月 6

日，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在

全省开展“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地情短视频拍摄宣传推广活动。

通知指出，此次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等重大决策部署，根据省广电局、财政厅印发的



— 2—

《2023年“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精品传播大赛实施方案》

精神，结合地方志工作特点，充分用好地方志文化资源，以市（州）、

县（市、区）地方历史为切口，推动媒体单位深入一线采风调研，

创作生产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时代感的地情视频作品，

弘扬彰显四川优秀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

通知要求，5—12月，各市（州）、县（市、区）自主选题，

组织拍摄制作地情（如历史沿革、建置来历、自然资源、历史名

人、民俗文化、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网络视听作品，包括短

视频、微电影、网络纪录片等。作品应有创意、有知识性、有吸

引力。各市（州）、县（市、区）至少制作 1集视频（时长 3—5

分钟），有条件的配英文字幕并开展国际传播，鼓励制作多集系

列作品。5 月起，各地制作的短视频作品可陆续在本地融媒体、

本地其他媒体宣传发布，并向省广电局和省地方志办报送。省广

电局在“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平台发布，并

安排在全省主要的视听网站、移动客户端、互联网电视、IPTV、

省广电网络等平台，统筹进行作品展播。省地方志办在四川省情

网、“方志四川”微信平台、官方抖音、官方电台等开辟专栏发布。

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精品传播大赛，

获奖作品按传播大赛标准予以奖励。

通知强调，各市（州）、县（市、区）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地方志工作机构、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协同配合，组织实

施，做好选题策划、视频拍摄、内容审核和作品报送等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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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地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新媒

体加强对“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地情短视频宣传活动的宣传报道，

扩大活动覆盖面、知晓度和影响力，加大国际传播力度，力争将“神

秘蜀韵 百部川扬”地情短视频宣传打造成为四川地情宣传推广的

一张名片。

（省地方志办省情信息工作处）

【市州动态】

绵阳、广元等地积极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

4月 19日，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到游仙区富乐街道调研史志阅览室建设和利用工作。调研组强调，

要把史志阅览室建设与利用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强化基层治理的

有力举措，不定期捐赠史志书籍，借力地方文史资源，助推史志

书籍的互学互换共享，不断壮大史志资料“馆藏”；要加强阅读宣

传动员，利用行政引导、社会宣传手段，扩大史志阅览室知晓面；

积极组织读史读志活动，引导群众学习史志知识；要统筹加强史

志阅览室利用，切实发挥与工会驿站联建优势，整合为服务对象

提供休憩、休闲、阅读等一体功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史志书

籍中汲取营养、厚植爱乡爱家情怀。

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大力推进史

志阅览室建设。2022年 7月，制定《广元市党史地方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将史志阅览室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规划。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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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制定《广元市共建“省市县区”史志阅览室实施办法（试

行）》，明确主要任务、建设要求、申报与挂牌程序等，要求史

志阅览室面积不少于 18平方米、史志藏书不少于 500册。通过市

县（区）史志“1+7”一体化联动，串联各县（区）历史文化、红色

文化、民俗文化等，助推史志阅览室建设，提高史志阅览室覆盖

率、开放率。以项目带动、部门联动、乡镇互动等方式，统筹共

建“省市县区”史志阅览室。强化日常管理，明确日常运行管理主

体，常态化开展督促检查指导，建明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管理

人员，落实规范借阅登记台账。依托史志阅览室，开展史志宣传

和研学活动，将史志阅览室打造成地方历史文化对外宣传、对外

展示的重要阵地和窗口。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 36个史志阅览室。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积极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组织

史志书籍下乡，计划在全市 70个镇和部分村建立省市县三级或市

县二级“史志阅览室”，现已建成 17个，上架史志图书 600余册。

搭建阅览参观平台，与市、县（市、区）图书馆联办党史方志阅

览室 6个，与宾馆联办宾馆图书角 770个。指导建立村史馆 3个，

以实物和文字图片展示村的发展脉络、农耕文化和民风民俗。加

强史志分馆建设，建成内江市史志馆分馆 2个，其中内江市党史

方志馆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分馆是四川省第 2个、内江市第 1个高

职院校分馆。

乐山市多措并举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将史志阅览室建设延

伸到机关单位、高职院校、居民小区、企业等，扩大史志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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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市县党史与地方志部门合作共建第二批史志阅览室，扩

大藏书规模，丰富藏书内容，借助郭沫若故居、丁佑君烈士纪念

馆等党史“七进+”示范点，让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革命遗址与地

情风俗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好史志阅览室示范引领、培根铸魂作

用。召开史志阅览室建设专题会议，细化任务、落实责任，有序

推进第二批市县两级史志阅览室创建。同时，通过实地调研、查

阅资料等方式，开展回头看，加强已建成的史志阅览室查漏补缺

工作，提升规范管理服务水平。

4月 25日，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史志阅

览室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十四五”期间，全市规

划建设史志阅览室 300个以上，实现每个乡镇（街道）至少建有

1个史志阅览室。其中，2023年，全市规划建设 50个史志阅览室，

各县（市、区）史志阅览室建设不少于 5个。《通知》要求，全

市史志阅览室要从科学合理布局、坚持“五有”标准、加强日常管

理、提高利用效率、强化考核评价 5个方面开展规范化建设，并

对 2023年工作进度作出安排。

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深化史志阅览

室建设。一是科学谋划。通过 3年时间努力，每个县（区）史志

阅览室实现乡（镇）全覆盖，1/5村（社区）建成，学校、机关、

企事业单位创建 10个以上。2023年，每个县（区）自建史志阅

览室 10个以上，新建市、县（区）两级共建史志阅览室 3至 5个。

二是明确标准。在“六有”的基础上，新创建的史志阅览室面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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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不少于 12平方米，设立的“史志专柜”历史类、志鉴类、地情

读物类书籍原则上不少于 200册，并确保“建得起、管得好、有作

用”。同时，进一步巩固提升原有省、市、县三级共建的史志阅览

室，将其打造成史志阅览室样板。三是强化管理。按属地管理原

则，以依托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及学校、机关、企

事业单位等为日常运行管理主体，县（区）史志部门常态化加强

史志阅览室建设运行的业务指导服务，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

志办公室）定期进行调研督查。

资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制定史志阅

览室创建任务，2023年计划新建史志阅览室 8个，2025年实现乡

镇（街道）全覆盖。加强史志阅览室规范管理，设立“史志专柜”，

制定《史志书籍借阅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并张贴上墙，明确专

人负责史志阅览室管理与维护。

4月 28日，成都市双流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黄君德带队前往双流史志馆参观。黄君德表示，双流史志馆设计

科学、内容详实、展陈形式丰富，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双流史

志馆自 2021 年 12 月底开馆运行以来，接待社会各界万余人次。

目前，区委史志办正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双流史志馆这

一实体平台，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和党风廉政教育基地、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地方文化宣传研讨中心，

力求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提高宣教实效。

2022年以来，绵阳市游仙区规范建设省市区共建史志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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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按“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暖心设计，

阅览室内配备空调、冰箱、微波炉等基本设施 11项，设史志专栏

或专区，配备史志书籍 200余册，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生活

百科类图书逾 2000册。2个史志阅览室所处位置均属交通便利、

人流量大的当街路口，每天 8:00至 18:00开放，节假日无休。街

道和社区通过宣传，不断提高阅览室知晓面，不定期利用阅览室

场地组织中医免费义诊、健康知识讲解、新时代文明实践直播大

讲堂等，在吸引人气的同时，鼓励人们从读史读志中汲取营养，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目前，2个史志阅览室日均人流量 50—80人

次。

（综合绵阳市、广元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宜宾市、

资阳市、成都市双流区、绵阳市游仙区信息）

通江县多举措续写地方文献“新篇章”

汇集资源“新渠道”。成立地方文献研究会，通过查阅地方典

籍、召开座谈会、广发征集令，梳理文化脉络，深挖文化资源，

加强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做到底数清、家底明、全覆盖、

无遗漏，为学者研究提供参考。共邀请省、市档案专家指导 3次，

在“书香通江”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献征集令 6条，已征集到各类地

方文献 1250种 2036册，形成了 1236种 1580册的《通江县地方文

献目录》，内容涵盖地方志、统计资料、年鉴、文集等各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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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传播“新载体”。开设“博看有声”、云阅读平台、“超星悦

读”、“乡愁地图”等 6 个数字阅读专题栏目，打造“致富路上的图

书馆”数字阅读服务品牌，将地方文献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全方

位、立体式、沉浸式展示馆藏文献。2022年以来，全县共举办“文

献中的红色记忆”馆藏红色文献实物展 3次，展示各类红色书籍、报

刊 200余件，到馆阅览量达 6万人次，线上阅读量达 1.93万人次。

互惠共享“新合作”。举办全市公共图书馆专家研讨会，签订

《巴中市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联盟协议》，大力推进地方文献联

合数据库建设，加强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业务水平建设，促进市

内外馆际合作。目前，全县共交换各地地方文献 43种 215册，建

成新型阅读空间 4个，培养从业人员 156人，区域内地方文献资

源共建共享、馆际交流成效初显。

（通江县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文旅厅，农业农村厅，省广电局。

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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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5月 12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