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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9 日

编者按：2016 年 12 月 6 日，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

暨 2017 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在广州开幕，会议总结 2016

年全国地方志机构工作情况，并对 2017 年相关工作要点进行部署研

究。受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同志委托，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同志在会

议上作经验交流发言。现印发各地、各部门参阅。

以组织领导强监督 以理性认识固根基 以工作实绩升地位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按照会议安排，根据小彬同志意见，由我向大会介绍、汇报

四川地方志工作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请大家批评指正。

经过一轮、二轮全省范围，时间跨度 35 年，包括政治建设、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流变、生态文明等全方位的探求，我

们认为，四川的社会主义方志史就是一部创新史，目前正在进入

成熟期、质变期：以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探索、构建为先导，以

“两全”目标实现的丰富实践为基础，以为党立言、为国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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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修志为核心，以志鉴馆库网用研全面发展为支撑，以方志专

兼职人才队伍建设为保障，形成了党委主导、政府主持、方志部

门主办、众手成志的工作格局和鲜明特征。其中，尤其以组织领

导强监督，以理性认识固根基，以工作实绩升地位，成为四川方

志工作的长期做法和深切体会。

一、以组织领导强监督

通过抓领导实现领导抓。一是高标准建机构。四川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 1981 年恢复成立，到今年刚好 35 周年。35 年来，

省志编委都是由省委、省政府常务以上的省领导担任主任，四大

班子联系秘书长任副主任委员。省地方志办从一成立就是正厅级

的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二是高标准抓审核。为确保质量，我省

成立了《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一直坚持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担任主任。三是高要求抓基层基础。省上的表率作用，一直延伸

到了全省 21 个市州、183 个县市区，在全省强力推行、构建了

政府修志、政府审志、政府管志的良性格局。

通过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法规的刚性落实。四川地方志工作

首创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率先立法，依法治志。2003 年 7

月诞生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2013 年 11 月，再次进行了《条例》修订，条款由 13 条增为 26

条，重点强化了各级地方政府依法修志的领导职责、地方志工作

机构的依法履职、监督指导。2015 年 2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

意见》，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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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

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这些地方法规、重要文件，

既为推进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法规、政策依据，更是四川精

准细化、严格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实践和具体执行。

二、以理性认识固根基

长期的工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只有重正面、守正道、扬正

气，方志事业才能立足主战场，增添正能量。为此，我们坚持不

懈狠抓了三个重点环节：

一是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建设凝魂聚魄。地方志是官书官修官

责，新方志需要严把的四关，第一就是政治关。我们注意把思想

政治建设作为方志系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牛鼻子”，提升理

论素养，增强党性锻炼，强化“四个意识”。在中央组织部、省

委组织部及有关方面的关心重视下，我们连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

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举办“四川方志系统领导干部培训

班”，近百名市州、县市区方志办主任、省级部门处长参加培训，

在国家级的培训机构，接受革命传统、党史国情、党纪国法及各

类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努力既成为编史修志的行家里手，又成

为观大势、想大事、为大局，善于综合协调的领导干部。

二是紧紧抓住市州主任、机关处长这群“关键少数”。近年

来，我省市州、县市区和省直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

变动较大，许多长期在主干线奋斗的基层领导进入地方志工作领

导岗位。针对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每年举行全省市州、县市区主

任培训班、学习会，邀请市州主任参加省地方志办党组中心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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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扩大）会，组织他们到省内外学习考察，参加全国会议、培

训等，千方百计使四川地方志事业“关键少数”的理论水平、理

性思考、关键作用在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等历史背景下，得

到有力有效的挖掘、提高和发扬。

三是紧紧抓住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体攻关。习近平

总书记今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深刻

指出，理论、思想、旗帜，决定一个政党、组织、事业甚至个人

生命的长度和厚度；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

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

们认为这些深刻洞见，一语中的切中了当前地方志工作的肯綮：

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为此，我们提出，要针对当前地

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集体攻关、集中研讨，

看症候、查病因、开药方、问效果、定规制，既埋头苦干实干，

也抬头看天问道，形成一批理性思考、理论成果，为构建社会主

义新方志理论体系做出四川贡献。今年，我们把全省 21 个市州、

10 余个省直部门，组成 3 个课题组，集中进行“二轮修志经验

总结研究”、“年鉴编修与现代传播方式研究”、“方志馆建设

与规范化管理问题研究”集体攻关，目前 3 个课题都已经召开了

专题研讨会，正在撰写课题总报告，总体感觉是成果超出预期，

作风得到改进，队伍得到锻炼，士气明显提振。

三、以服务实绩升地位

方志是中国的“独门绝学”。“修志为用”是我们不变的宗

旨，“方志为民”是我们永远的初心。再好的“武功”不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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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宏大的工程不能走上社会实践、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都最多

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丽”，或者是穷酸腐儒的敝帚自珍、孤

芳自赏。基于这样的认识，四川在读志用志以资治兴川、发挥功

用以助推大局方面，下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老实功夫：

一是扎实、快速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新工作指示。今年

4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夜访成都宽窄巷子，要求地方负责人“应

该把过去的历史资料、成都志，特别是有关宽窄巷子的历史脉络

梳理清楚”；“只有守住历史传统的根脉，才能打开面向世界的

门窗”及“巷子可以窄，造福百姓的思路一定要宽”。4 月 28

日凌晨，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28 日早上一上班，我们省地方

志办党组即“闻讯”而动，庚即碰头研究；连续多天、多次，组

织成都市及青羊、锦江、金牛、武侯、成华五城区志办负责人，

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思考商讨，在省级部门第一个向省委、

省政府报送具体工作举措，第一个提出系列具体措施，落实总理

要求的工作单位，明确一要抓紧时间，高质量编纂《宽窄巷子图

志》，《宽窄巷子通览》等图书、资料，服务市场、读者需要。

二要举一反三，组织力量编纂成都特色历史、文化类丛书，如成

都会馆、成都茶馆、成都非遗等，把“最成都”的精神文化成果

奉献给广大读者。三要积极挖掘地域文化优势，重点围绕巴蜀文

化、红色文化、藏羌彝文化、抗震救灾精神和感恩文化，加强地

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建设，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表扬。

二是扎实、精准服务省委省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多年来，四

川地方志工作部门和历史资料，向各级各部门制定五年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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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打造优势产业，确定地

理标识产品等，提供了可信、可鉴的决策依据。为向家坝、溪洛

渡、二滩、紫坪铺等国家级水电建设工程提供了重要参考。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北川县志》为新北川的灾后重建、确定产业

重点、挖掘旅游文化资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是扎实、及时参与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仅仅今年，

我们就在 5 月承担了尹力省长在国务院《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

志》首发式及座谈会的讲话材料起草工作；7 月，完成了省委交

办的“建国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材料的收集、起草；9

月，参加了省委省政府与外交部联合举办的“开放的中国：看四

川•看世界”全球推介活动省领导讲话稿内容讨论；9 月，参加

了省里组织的赴江苏、浙江考察文化古镇建设等活动。

四是扎实、深度融入全省支柱产业建设发展。我们主动作为，

与省纪委联合，记录保存四川革命先辈先烈及历代先贤名人家风

家训珍贵资料，深度参与全省廉洁从政文化、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建设；与省水利厅合作，做好四川江河志，特别是大江大河洪涝

灾害及抗洪救灾历史经验总结；与省住建厅合作，服务新型城镇

化建设及精准扶贫等工作；协调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修订、编纂

《四川省 4A 级以上景区资料汇编》，探寻服务文化事业、旅游

发展的新思路。

我们的工作，与中指组和省委、省政府的期望比，与四川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比，都还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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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任重道远。诚邀各位领导到四川指导，各位同仁到四川交流，

各位朋友到四川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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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9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