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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志办参与督导古蔺脱贫攻坚工作

8月29日至31日，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党组成

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等一行5人，参加由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邓川带领的省扶贫开发专题督导组赴古蔺县蹲点调研督

导脱贫攻坚工作。

督导组先后深入双沙镇河屯村、东山村，箭竹乡富强村、大

寨乡富民村、桂花乡香楠村、田坝村6个贫困村以及相关贫困户

家中，实地详细检查“五个一”帮扶机制、年度脱贫工作计划项目

落实情况，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就业就医和子女入学等情况，

与村支部书记、“五个一”帮扶责任主体及贫困群众等进行深入交

谈，认真听取了古蔺县委、县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汇报，现场询

问、研究脱贫攻坚工作措施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邓川充分肯定了古蔺县脱贫攻坚的新的进步和发展。他指

出，古蔺县委高度重视，把脱贫攻坚摆在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

把中央、省委的最新要求，传达、传导到了各级干部身上、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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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了责任，上下同心，扎实推进，工作成效更加凸显，干部群

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他要求古蔺县委进一

步增强紧迫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进一步聚焦重点，强力

攻坚。特别要注意聚焦“两不愁”，发展产业，确保就业，持续造

血；聚焦义务教育，细致落实政策，作为阻断代际贫困的根本性

措施；聚焦基本医疗保障，作为社会的生命线、安全线。进一步

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严格考核，追责问责，把干部的自觉性与

制度的约束力结合起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制度政策的

适用性，增强稳定脱贫的精准性，把扶贫工作做细、做实，根据

贫困地区群众不同的致贫原因和致富需求，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因人施策。切实将扶贫开发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当前

要突击奋战120天，全力做好贫困户住房易地迁建工作，全力打

赢今年脱贫攻坚战。

省地方志办还见缝插针，分工协作，冒雨、徒步现场考察了

田坝村产业扶贫生产基地，与帮扶的9户贫困户面对面座谈，听

取进一步改进扶贫工作的意见，与乡、村领导干部协调、沟通了

贫困户住房易地迁建、村文化室建设、为贫困户购买鸡苗、乡村

道路建设等具体问题。

四川参加“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学术研讨

9 月 5 日，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一带一路”与

地方志创新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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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冀祥德，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刘玉宏、西北师

范大学校长刘仲奎出席开幕式。研讨会主要以大会学术交流和分

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

研讨中，冀祥德同志深入阐述了“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

是地方志事业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为国家战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举措等重要意义。指出地方

志在历经依政修志、依法修志，进入依法治志发展阶段，是顺应

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提出地方志要充分发挥服务好政治、生态、

社会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作用，服务好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

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

刘玉宏同志提出，“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研究是围绕国

家战略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很好形式。地方志工作者要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创新地方志工作方式、方法，加强

方志文化宣传，方志文化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四川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作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动作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讲话的体会》的学术交流，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重大深远

意义、博大精深内容、现实指导功用等方面，深入阐述当前面临的

形势与任务、挑战与文化的焦虑，表达对实现中国梦呼唤文化自信、

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的期许，并介绍了四川地方志工作情况。

各省（市、州）地方志工作机构代表、西北师范大学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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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四川年鉴》编纂工作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8 月 31 日，为提高《四川年鉴》编纂质量，打造精品年鉴，

四川年鉴社在成都召开了《四川年鉴》编纂工作讨论会。省地方

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出席会议。会议邀请年鉴专家、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史志总编室总编黄丽围绕《四川年鉴》存在的

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进行专题分析讲解,与会编纂人员就年鉴

框架结构、条目优化设置等进行了交流讨论。

《青川抗震救灾志》通过终审

近日，《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终审会在广元市政

府召开，市志办主任王少卿主持会议。青川副县长罗家斌汇报了

抗震救灾志的编修情况，青川县志办主任何文照对编纂业务方面

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评审专家对志书进行了认真评审。

审查验收小组认为，《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送审

稿政治观点、指导思想、编纂方向正确，资料比较翔实，体例较

为完备，结构层次清晰，文风朴实简洁，体现了汶川特大地震青

川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特点，志稿质量基本达到要求，原则同

意通过终审验收，会议对《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提出

了具体修改完善意见。

罗家斌表示将按终审会议要求，认真修改完善，力争打造出

一部精品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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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区建立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进展情况月报制度

南充市嘉陵区为动态掌握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情况，

进一步推进志书编纂工作进度，日前印发了《关于建立全区首轮

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进展情况月报制度的通知》，决定建

立全区首轮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进展情况月报制度。月报

内容主要包括各单位当月志书编纂工作进展整体情况和下月主

要工作计划，月报时限为 2016 年 8 月至各单位志书编纂工作全

面结束。区地志办每月对各单位月报材料汇总分析，形成月报分

析材料，报区委、区政府领导，区委、区政府目标办视其情况适

时进行通报。

清·同治版《合江县志》出版发行

2016 年 8 月，由合江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点校的清·同治

版《合江县志》出版发行。

清·同治版《合江县志》编修于清同治十年（公元 1871 年），

全书共 54 卷 20 余万字，主要记载了清嘉庆十七年以后至清同治

十年共 50 余年间合江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军事文化、社会

风貌等史实，凸显了历史演变过程与地方特色。该书的点校出版、

发行，是社会各界了解合江历史，弘扬、挖掘合江传统文化不可

或缺的案头书籍。

至此，合江历史上的 4 部旧县志（清·乾隆版、清·嘉庆版、

清·同治版、民国版）均全部点校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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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王宁、蔡竞同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抄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省级各部门地方志机构。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16 年 9 月 12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