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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0日

【特别关注】

陈建春一行赴达州市调研地方志工作

5月 7—8日，四川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率队到

达州市调研指导地方志工作。达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应虎

参加活动，达州市地方志办主任杜成英、达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黎、达川区史志中心主任杨璇陪同调研。

调研中，陈建春主任一行详细了解了达州市 2023年地方志工

作开展情况，听取达州市关于 2024年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思路、主要举措及取得的成效汇报，重点查看了达州市乡

镇（街道）志、村（社区）志、扶贫志编纂，达州市史志阅览室、

村史馆建设，及地情资源开发利用、方志文化宣传弘扬情况。陈

建春对达州市地方志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强调达州市地方志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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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三个服务”，进一步创新进取，创优争先，全力推动地

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组一行还前往达州钢琴博物馆、达川区“两馆一街”（达

州市巴人历史文化馆、达川区文化馆、巴人商业街）实地调研。

（达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市州动态】

广元市用活史志资源助推公务服务转型升级

近年来，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着

力用活史志资源，助力公务服务从事务型向政务型、从保障型向

综合型、从单一型向系统型转变，释放史志文化活力魅力潜力。

用史志文化凝心铸魂，锻造专业接待队伍。健全完善公务服

务与史志成果、史志文化、史志赋能“三结合”工作机制，忠诚记

录、研究、阐释广元不懈奋斗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将

其纳入干部职工理论研学重点内容，精心安排“原著学、辅导学、

现场学、调研学”，开辟史志学习“固定课堂”，联合举办“话党史、

读好书、谈体会”和“一月一培训”等群众性教育活动，到中国红军

城、广元正确政绩观教育基地、李榕纪念馆和八二一厂史展览馆

等地开展现场教学，让接待干部在递进式学习中熟悉掌握本地自

然地理、人文历史，感悟乡情民俗，涵养文化、锤炼党性。

用史志资源助推“四库”建设，打响公务服务品牌。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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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中心两走廊”史志文化建设与公务服务“四库”建设。在“点位

库”建设中，把“文化密码”“致富密码”“幸福密码”融入考察调研，

精耕细作“改革初心路”“脱贫连心路”“擘画民心路”“赤子红心路”，

全面完善“广元市调研点位展示平台”；在“资源库”建设中，分类

设计蜀道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接待

用品或主题餐台，开发广元女皇宴、苍溪雪梨宴、剑阁豆腐宴、

青川山珍宴、旺苍茶宴主题菜系，打造“女皇味道”餐饮品牌；在

接待基地等场所设置广元史志驿站、史志书吧、史志书架，全方

位展示地情资源，为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文旅融合、招商引资

提供多元化的宣传展示。

用史志成果宣传展示，开创服务保障新格局。协同组建史志

文化义务解说小分队，抽调政治素养高、表达能力强的党员干部，

充实完善区域建设、民生实事、观光游览、人文历史等点位解说

词，常态化开展随车解说和跟队讲解活动，在车辆、点位、餐厅

等场所适时播放《大美广元》宣传片，免费提供《广元古蜀道上

的文化名城》《诗咏广元》《红色广元》等史志书刊，营造浓厚

史志文化氛围。利用节庆假日深入中国红军城、红军渡、剑门关、

翠云廊等地，为群众开展义务解说活动，让史志文化融入群众、

融入工作、融入生活，努力实现史志资源共建共享，开创服务保

障新格局。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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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西充中学志》《晋城中学志》出版

按省地方志办、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的通知》要求，南充市有序推进教育志编纂工作。经不懈努力，

南充市《四川省西充中学志》《晋城中学志》完成编纂出版。

先行先动，统筹有力。在四川省西充中学、西充县晋城中学

成立 100 周年之际，南充市地方志系统先行先动、统筹协调，确

定两所学校各编纂一部中学志的工作目标。在市、县地方志部门

指导下，承编单位迅速成立志书编纂委员会，由学校一把手担任

编委会主任，相关负责人任副主任，定期召开修志研讨工作会，

确保修志工作顺利推进。市、县地志办主要领导多次带队调研，

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注重质效，稳步推进。在市、县地方志部门指导下，承编单

位将志书编纂工作划分为制定方案、收集资料、撰写志稿 3个阶

段，明确完成时限和进度安排，按各阶段工作特点和规律，分梯

次推进。通过查阅档案、实地走访等做好资料收集，确保志书资

料性。积极借鉴其他部门志编纂经验，着力关注本校办学亮点和

突出成绩，做到博采众长，亮点突出。将整体编纂任务落实到人，

初稿完成后开展多轮审校，确保志书质量。

成书及时，坚定自信。《四川省西充中学志》成书于 2023年

10月，约 60万字，设有 1940年使用的教材名录、1942年课表、

1945年学校年中申报表等极具历史价值图表 750幅。《晋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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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成书于 2023年 6月，约 40万字，收录有 1945年西充县立初

级中学年报表、1946年初级中学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习时间表、

县财政拟具恢复县立中学计划书等反映晋城中学 100年历史变迁

的图表 346幅。

两部志书的编纂出版奠定了南充市全面、深入、系统开展教

育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为全市其他学校编纂志书提供了模板和坚定

了信心。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蓬安县三举措做好镇村志编纂工作

蓬安县积极组织实施全县乡镇村志编纂，目前，已启动 3批

共 32部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2023年 12月，《相

如街道志》《锦屏镇志》印刷出版。

安排部署主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先易后难原则。

把相如、河舒、锦屏、兴旺、徐家等经济、区位、文化条件较好

的乡镇（街道）纳入第一、二批安排，先行先试，力争开好头，

为后面乡镇（街道）的编纂工作打造样板、积累经验。二是坚持

“一镇一村”原则。除相如街道油房沟社区、兴旺镇三青沟村、

正源镇红豆村等名村由县地方志办指定外，其余村（社区）志按“一

镇一村”原则，每个乡镇（街道）编纂一部村（社区）志，具体村

（社区）由乡镇（街道）结合实际推荐报送。三是坚持同步推进

原则。把同一乡镇（街道）的乡镇（街道）志和村（社区）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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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一批安排，乡镇（街道）同步安排部署、一并组织实施，降

低时间、人力等成本。

业务指导重点突出“三个结合”。一是提供资料突出“内外

结合”。为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提供县志、旧志、

地情书的同时，积极对接组织、档案、政协文史、统计、农业农

村等部门提供重要数据和资料。二是解决问题突出“上下结合”。

定期到乡镇（街道）现场办公、邀请主编到县地方志办研讨业务

等线下指导的同时，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渠道有针对性地指导、

解决编纂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三是质量把控突出“前后结合”。

在编纂方案中，对冠名、时限、体例、资料、图照、行文、字数

等进行明确要求，并制定编纂大纲。在后期印刷出版中，县地方

志办统一办理书号，对编排、规格进行把控。

保障服务着力破解“三大难题”。一是破解重视不力问题。

先后多次召开动员会、推进会，阐述重大意义、听取工作汇报，

县地方志办领导多次联系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过问工作开

展情况，两次印发提醒函并报分管县领导。二是破解人才不够问

题。了解掌握编纂过县志、部门志、学校志等志书的专业人员情

况，引导支持他们担任《相如街道志》《锦屏镇志》主编，这两

部志书出版后，他们又投入到其他乡镇（街道）志、村（社区）

志编纂工作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才问题。三是破解经费不足

问题。县地方志办积极主动向县领导汇报，为第一批 2个乡镇（街

道）争取专项经费。同时，县地方志办全额解决所有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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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村（社区）志的排版印刷费用。倡导各乡镇（街道）加大宣

传发动力度，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支持编纂工作。

（蓬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工作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3）》图片专题

2023 年 12 月，新华通讯社主管、新华出版社主办、中华人

民共和国年鉴社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3）》出版，

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该年鉴设有“武侯地方志”图片专题，简要

介绍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工作情况及取得的主要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

1981 年创刊，已连续出版 43 期。其内容翔实、资料完整、数据

权威，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高等院校

和海内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查阅资料、掌握信息、指导工作的

重要参考和具有收藏价值的大型工具书。

据不完全统计，其刊载内容被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人民政

协网、中国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军网、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

光明网、新浪财经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主流媒体与机

构，东南网、荆楚网、云南网等地方网络、媒体报道转载，极大

地宣传了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工作。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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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胜县积极推进教育系统

史志文化宣传暨教育志编纂工作

5 月 8 日，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县教育科技体

育局召开会议，共商推进教育系统史志文化宣传和志书编纂工作。

双方就引导广大师生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情文化魅

力，树立正确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达成一致意见，并就相关

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一是全面启动校志编纂，每年安排 2所文化

底蕴深厚的学校启动校志编纂工作；二是县教育科技体育局与县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组建史志文化宣传队伍，深入各学校开

展史志文化进校园活动；三是各学校通过主题班会、“五四”青年

节、纪念“一二·九”运动等积极开展史志文化宣传教育主题活动。

（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省委宣传部，教育厅，文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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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5月 10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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