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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泸州、巴中等地认真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7月 31日，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

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要提升编纂质量，深化史志研究，抓好《泸州年鉴

（2023）》编纂，完成《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川历程详考》课题，

推进擦亮四渡赤水红色教育名片场景教学脚本写作和氛围景观节点

打造。加强资源活化利用，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持续优化《泸州史

志》内刊和改版升级官网、官微，为泸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史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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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力量。

8月 1日，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召开室务（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史志

系统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迅速在全市史志系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按照“清单制+责任制”办法逐一细化具体举措，不折不

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市史志系统落地生根。抓好

编纂史志著作，突出做好《乐山年鉴（2023）》《中国共产党乐山

历史大事记（2017—2021）》《全省红色遗址普查成果丛书（乐山

卷）》等编纂，加快推进乡（镇）志、村（社区）志编纂。加强史

志宣传教育，持续做好史志“七进”示范点创建、地情资源开发利用

和各级史志系统部门网站、“史志乐山”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教育平台

管理使用。推进第二批史志阅览室设立，打造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村

（社区）史（记忆）馆或微方志馆。加强资政研究，深入挖掘乐山

红色资源和优秀文化，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

8月 1日，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干

部职工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

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转化为工作动力。抓好《巴中年鉴（2023）》《巴中市扶贫志》《建

地设市三十周年文献汇编》及乡镇村志编纂出版、史志资政研究、

地情资源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等工作，推出一系列优质史志研究

成果，更好地发挥史志“存史、育人、资政”功能；抓好史志宣传教

育，充分利用巴中市史志网、“史志巴中”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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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大力宣传巴中，讲好巴中

故事；持续开展“红色轻骑”微党课，推动史志“七进”落地见效，扩大

史志影响力。

广元市朝天区、青川县、旺苍县地方志部门也积极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坚定用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综合泸州市、乐山市、巴中市、广元市朝天区、青川县、

旺苍县信息）

成都、绵阳等地召开 2023年度上半年工作会

7月 4日，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召开半年工作会，

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23年上半年，成都市地方志办推动全市地方志

事业高质量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志鉴质量提升取得新突

破。《武侯年鉴（2022）》成为四川省第一部“中国精品年鉴”，

《洛带镇志》顺利获评“中国名镇志”，《五凤镇志》等 29部乡镇

（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全面推进。润城育人塑造新品牌。

联合市少工委开展“‘爱成都·迎大运’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活

动，推出讲述成都历史文化和大运会知识的“网络微课”19期，累

计阅读量超 2000 万，参加线上答题竞赛家庭超 16万个，打造方

志新品牌——“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服务人民收获新认可。成都

方志馆接待基层单位参观 147次，举办“品千年成都·做成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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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青少年方志研学活动 29次，承接西南民族大学等课堂教学、座

谈活动 15次，保障市直部门主题教育现场教学等活动 25 次、党

建活动 20次，累计服务群众近 3000人次，同比增加 150%；成都

微方志馆——彭州市昌衡书院入选“2022 年全国最美农家书屋”。

资政辅治推出新载体。围绕助力乡村振兴、办好“大运会”、建强“都

市圈”等中心大事，创新运用志鉴记录、辅导课堂、研讨活动、专

题报告等载体，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政辅治职能。

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有力推进志鉴编纂，制定《成都市全

面小康志》编纂方案，出台《成都名镇名村志管理暂行办法》，

开展区（市）县综合年鉴质量评比。高质量建设方志阵地，建立

完善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方志馆联动服务体

系。忠实服务人民群众，擦亮“成都风土人文丛书”等方志品牌，

加强宣传推介，扩大品牌效应。稳步建设“智慧方志”，牵头打造

成德眉资多媒体矩阵集群，实施网站升级改造，加快旧志书籍等

方志文献数字化加工进度，推进“智慧方志”数字化生态建设项目，

积极融入蓉政通、天府市民云等平台，为市委市政府决策和市民

文化生活提供“志”力服务。

7月 26日，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召

开半年工作总结会，分析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会议认为，上半年，全室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以学促干、学干结合，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思想解放还需进一步加大、精品意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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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力还需建设“三大问题”，要聚焦问题，以刀刃

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狠抓问题整改，全面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完

成。

7月 31日，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召开全市党史地方志

工作推进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会

议要求，打造精品年鉴，完成《四川省乡镇简志·内江市卷》修改；

启动《内江扶贫志》编纂；抓好镇（村）志编纂；组织方志论文

撰写，做好第 21届方志成果参评准备。完成红色遗址资料审查上

报、史志阅览室创建、史志期刊编纂出版等任务，积极参与当地

文化建设，抓好史志宣教，深化资政辅治，落实好党史教育基地

创建、甜文化研究等工作。

7月 27日，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半年工作总结会，总结

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务。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对照省地方志办、市委市政府总体要求还需持续发力。要持

续加大志鉴编修力度，积极推动《南充年鉴》争创“四川省精品年

鉴”，强力推进《南充建市三十周年大事记》《南充建市三十周年

图志》编纂，加快开展《南充市扶贫志》《南充市全面小康志》

前期工作，加强对部门志和乡镇村志编纂的统筹指导。持续开发

利用地情资源，开展资政专题研究，编纂特色志鉴和地情读物。

持续弘扬方志文化，进一步完善方志场馆集群服务功能，办好“方

志大讲坛”，不断扩大方志文化影响力。

7 月 6 日，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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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重点工作半年推进会，梳理工作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要求，强化目标意识，增强计划统筹，系统思考谋划工作；

增强时效意识，注重质量，把握进度，提升质效；调优工作状态，

增强主动性和责任心，加强协调配合，全力推进工作，确保圆满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7月 27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上半年党史和地方志

工作会暨业务培训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下半年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要求，聚焦编研存史，丰富著作成果。高质量完成市、县年

鉴 2023年卷编纂出版；完成乡镇（街道）、村志出版；编纂出版

《资阳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2）》；推进《资阳市扶贫

志》编纂，完成编纂纲目制定，启动资料收集工作；推动《石刻

志》《蚕桑志》《柑橘志》等特色志编纂。聚焦资政辅治，服务

中心大局。围绕中央和省委、市委重点课题研究，高标准完成 15

个课题的调研报告以及第二轮修志理论研究等上级交办的论文撰

写任务，编印《2023 年资阳资政文章集》；高标准办好“资阳市

弘扬老区精神·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学术研讨会，认真撰写优质论

文。聚焦以史育人，增强宣教成效。全面完成全市 2个史志“七进

＋”示范点和 9个史志阅览室的命名挂牌；开展《巴蜀史志》“安

岳石刻艺术”专刊编辑；优化“数字史志馆”栏目，做强“资阳史志”

等新媒体，持续拍摄推送“党史月悦讲”“方志青年说”等系列视频，

依托新媒体大力弘扬地方文化。聚焦政治建设，建强干部队伍。

深化“为党育人·史在行动”品牌建设，建强战斗堡垒；持续通过“走



— 7—

出去、请进来、搭平台”等方式，加强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持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

（综合成都市、绵阳市、内江市、南充市、宜宾市、资阳市

信息）

广安市积极推进乡贤文化建设

广安市充分挖掘乡贤文化资源，着力推进乡镇（街道）、村（社

区）志编纂，多措并举积极推进乡贤文件建设。

一是推进乡贤文化入志。各乡镇（街道）深入挖掘散落在族谱、

诗文、地方碑刻中的历史名人轶事，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口述史记

录、文物考证辨识等多方印证，突出记述本地知名乡贤的生平事迹

和对家乡作出的突出贡献。乡贤文化入志，有利于警醒后代牢记历

史，传承良好家教家风，激励一代代村民在促进家乡建设的道路上

奋勇前进。

二是吸纳新乡贤修志。通过多种途径吸纳退休老党员、老教师、

致富能手等有才德的农村精英参与镇村志编纂，不断增强群众对镇

村志的关注与重视。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众基础广、号召力强、威信

力高等优势，发动群众参与镇村志编纂，使入志历史文化资料涵盖

更为全面，记述内容更接地气。特别是重点记述乡贤在产业发展、

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鲜活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促进镇村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

三是挖掘宣传乡贤文化。鼓励有条件的镇村建立史志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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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收集与镇村相关的知名乡贤艺术文化作品和史志书籍，举办形

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吸纳民众广泛参与。2022年以来，全市 19个村

（社区）建成标准史志阅览室向民众开放，共举办图书捐赠活动 20

余次，捐赠《广安州志》等史志书籍 1000余册。史志阅览室的建成，

有利于引导广大村民从史志书籍中了解乡贤及先进事迹，营造敬重

乡贤、学习乡贤的浓厚氛围，凝聚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成都方志馆开展

“爱成都 迎大运——我是小小宣讲员”活动

为充分利用方志资源，向青少年传播地情文化，普及“大运”知

识，鼓励青少年当好城市宣讲员和代言人，7月 24日，成都方志馆

发布 15个“爱成都 迎大运——我是小小宣讲员”活动招募信息。7

月 26日，来自成都市盐道街小学、芳草小学、桐梓林小学等不同学

校的15名小朋友集聚成都方志馆参与活动，感受方志文化传承的魅力。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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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8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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