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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7日

编者按：2023年 9月 21 日，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的“方志浙江”微信公众号刊载《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嘉兴实践与

思考》一文，指出嘉兴市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

为根本遵循，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利用丰富的方志成果，通过

强化转化应用功效、创新传播渠道方式、拓展传播阵地平台，助力方

志文化传播，并对如何进一步增强方志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提出意见建

议，值得全省地方志部门学习借鉴。现全文转载如下，供参阅。

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嘉兴实践与思考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方志部门应主动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传播应用方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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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方志智慧和力量。

一、嘉兴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基础

2002年 10月，习近平同志在嘉兴调研考察时指出，嘉兴“两

个文化源远流长，一个是历史文化，是有 7000年历史文明的发祥

地，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沉淀下的丰富方志文化遗产、社会主义

新方志事业的繁荣兴盛，为方志文化的传播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方志文化传播

应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多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指出“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

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强调“要高度重视

修史修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地方志工作。《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首次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总

书记关于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方志工作的

决策部署，为新时代的方志文化传播应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方志文化传播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

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利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嘉兴市委强化文化使命、推进文化复兴、

加快文化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快建



— 3—

设具有国际化品质的江南水乡文化名城。方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文化需求为方

志文化传播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三）丰富的方志成果为方志文化传播应用提供了丰厚滋养

宋元以来，嘉兴修志之风绵延不绝，一代代的人文接力，最

终形成蔚为大观的嘉兴地方志“族群”。《至元嘉禾志》等府志、

我国现存最早的乡镇志《澉水志》、村志《前朱里纪略》、山水

志《峡石山水志略》等，搭建起嘉兴历代方志的立体网络。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快速

发展。到 2022 年底，全市累计编修市县（市、区）志 14 部、乡

镇（街道）志 72部、村志 268部、部门（行业）志 113部、地方

综合年鉴 161 部，志鉴字数总量超 3.3 亿字。这些方志成果反映

嘉兴历史变迁，传承嘉兴悠久历史文化，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嘉兴

篇章伟大进程，为方志文化传播应用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辛勤耕耘的方志人为方志文化传播应用提供了力量支撑

嘉兴修志始于宋代，一千多年来，代有贤人，名家辈出，常

棠、谈迁、盛爌等是嘉兴历代修志人中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后，

嘉兴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相继建立，全市地方志工作者薪火相传、

接续奋斗，涌现出潜研嘉兴历史、十年磨一剑修成嘉兴首部社会

主义新市志的史念，一直致力于地方志编纂及地方文史资料整理

研究的“最美方志人”郭杰光，省地方志编委会专家指导组成员邱

阳等典型人物。一代代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方志人，记录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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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挖掘历史智慧，为嘉兴方志文化传播应用提供了强大力量。

二、嘉兴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实践

方志编修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嘉兴方志人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立足新时代，围绕

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一）强化转化应用功效，把方志成果“用”起来

1.传历史之智、资当下之政。多年来，方志部门坚持向市四

套班子领导、新任市领导赠阅《嘉兴市志》等志鉴书籍，使之成

为领导了解地情、指导工作的案头书。市地方志编纂室围绕共同

富裕典范城市建设、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深入实施三个“一号工程”

等中心工作，编写《共同富裕·嘉兴印记》，撰写资政报告；编撰

“八八战略”引领嘉兴高质量发展研究系列丛书，梳理提炼“八八战

略”迭代深化、螺旋上升的演进规律，以史鉴今、启迪未来。

2.扬千年文化、惠民生福祉。多年来，方志部门在进行传统

美德和乡土文化教育方面凸显作用，为创建地方名牌产品和恢复

传统土特产品提供史实依据。嘉兴地方志编纂室利用志书记载资

料，助力嘉兴葡萄、嘉兴粽子和嘉兴大米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

商标；嘉善县史志研究室深入挖掘研究袁了凡善学思想，助力打

造“善文化”县域人文品牌；海盐县史志研究室与县教育局合作编

写全县统一的乡土教材《潮起海盐》，为全县 20所小学开设乡土

历史文化课程；海宁市史志研究室等编纂《云龙蚕桑志》，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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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名镇志·乌镇志》成为世界互联网

大会礼宾书，开志书助力国家重大国际会议的先例。

（二）创新传播渠道方式，让方志文化“活”起来

1.适应时代潮流，创新传播手段。通过学习强国“浙里有志”

栏目、“浙里有志”数字方志一体化平台、微信公众号、“读嘉”新

闻客户端等渠道，打造方志宣传新媒体矩阵，综合运用文字、图

片、短视频、音频等多种方式，让方志文化“立”起来、“活”起来、

“动”起来。策划、参与影像方志拍摄，《中国影像方志·桐乡篇》

在央视相关频道及网络终端播放，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嘉兴独

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

2.点亮旧志之光，赓续地方文脉。全市现存旧志全部公开出

版，其中点校 40部，影印 128部。《嘉禾宋文钞》《至元嘉禾志》

《万历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府志》的整理出版，初步形成宋、

元、明、清旧志文献体系。编写《简读嘉兴》《秀州宋史录》等

地情书籍，创刊《嘉兴史志》杂志，传播嘉兴历史文化和革命文

化。

（三）拓展传播阵地平台，让方志文化“热”起来

1.推进全市方志馆建设。嘉兴市首个方志馆——海宁方志馆

完成建设；其他县（市、区）充分利用档案、史志机构“三合一”

的优势，在馆内建成县域历史文化展陈馆、陈列馆；缪家村史馆

等村级历史文化阵地持续发展，成为传承历史文脉、留住乡愁记

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和基地，是近年来活用村志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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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2.参与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市地方志编纂室联合市档案馆开

展“红色书柜进百家”活动，在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设立“档

案史志书籍专柜”，并逐步向城市驿站、高校图书馆、企业、军营

等延伸。2022 年赠送各种书籍 5500 多册。在展览场馆和各地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中，各地方志部门参与展陈设计、提供图文资料，

强化场馆的思想引导、道德教化和文化熏陶。

三、加强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思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增强方志文化传播力影响力，需要推进

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创新。

（一）健全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机制

要发扬中华民族高度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的优良传统，更加

重视方志工作。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主持、方志部门协

调指导、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

对方志资源建设、传播应用工作的支持。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加

强部门间合作，形成协同发力、联动推进方志文化传播应用工作

的合力。

（二）丰富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资源

要围绕主责主业，形成一批高质量的史志成果。积极融入乡

村文化振兴，组织编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加强名

镇志、名村志编纂工作，打造“一地两名一精品”（名镇志、名村

志、精品年鉴）品牌。拓展资源收集渠道和载体，实现历代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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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收集。依托“浙里有志”数字方志一体化平台，建设数字方

志馆和各级地情资料数据库，以数字赋能方志文化传播应用。

（三）创新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举措

要坚持修志为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

和现实依据。系统梳理地方志视角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嘉兴的探索与实践”的历史脉络，深刻总结“八八战略”

指引下嘉兴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大经验和启示。积

极参与宋韵文化、大运河文化等研究，发挥方志文化在嘉兴新时

代文化高地建设中的作用。筹划建设嘉兴方志馆，将其打造成“第

二个结合”的重要展示窗口和教育基地、弘扬传播方志文化和优秀

传统文化的主阵地。鼓励文化底蕴深厚、方志资源丰富的镇、村

修建镇、村史馆。

（四）培养方志文化传播应用的人才

要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方志人精神，打造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地方志人才队伍。以全省地方志 151人才推选为契

机，抓好方志领军人才、专家人才和中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积

极参加、组织开展志鉴编纂等培训工作。探索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有效路径，凝聚科研院所、文史古籍部门、地方史志爱好者等

力量，充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人才库，着力深化与方志专家、方

志研究力量的共研共商。积极参加系统内外学术交流，举办理论

研讨会、讲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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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7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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