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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志办开展重点工作调研

为及时整改省委第四巡视组在巡视省地方志办工作时提出

的对相关市州至今未出台贯彻“事关地方志事业发展全局的”川

委办〔2015〕9 号和川办发〔2016〕27 号文件的意见“没有进行

专项检查督导”等问题，12 月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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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带队到巴中市、

恩阳区和自贡市、大安区、德阳市、绵竹市调研指导地方志重点

工作。

调研组认真听取了三市及相关区县分管领导和地方志办负

责人的工作汇报，就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的地方志工作政策及部

署，第二轮修志工作、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地情资源开发利

用、方志馆及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及 2017 年工作谋划等

进行深入座谈和交流，对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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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答，听取了大家对省地方志办工作的意见建议。调研组还参

观了巴中市方志馆以及建设中的大安区方志馆。

马小彬在调研中指出，巴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

作，“一纳入，八到位”落实得力；地方志业务工作思路清楚，

重点突出，推动有力，全面发展；地方志工作者踏实敬业，工作

卓有成效。针对当前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马小彬要求：一要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人大、政协的支持，深入贯彻落实

川委办[2015]9 号和川办发[2016]27 号文件精神，加强队伍建

设，配齐配强班子，注重中层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二要进一步拓

展地方志业务工作领域，深入研究巴中石窟石刻文化、红色文化、

巴文化、碑林文化，编纂出版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三要抓

好历史文化名镇志和部门志的编纂，做好旧志整理工作，积极服

务巴中 “红色文化历史名城”“川陕苏区红色文化旅游区”的

建设；四要加快史志馆布展的规划设计，及时向领导汇报，争取

资金支持。

王孝平在调研中指出，地方志部门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积极为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出谋划策，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历史借鉴。要充分挖掘和提炼本地独有的特色文化，将地方志

这门“独门绝学”用活、用透，打造出各地独有的文化优势和文

化核心竞争力。他建议，自贡市应站在当前看历史，站在本职看

未来，站在自贡看世界；德阳市要处理好争取领导与服务领导的

关系、编史修志与读志用志的关系、队伍建设与阵地建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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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埋头苦干与抬头问天的关系。要抓住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所

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主动思考地方志办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做了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还要怎样去做？要有追求精品佳

志的情怀，把地方志打造成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把方志馆建设

成一个地方的文化祠堂。

《南充市地方志志》出版发行

12 月中旬，《南充市地方志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充市地方志志》记述上限为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

下限为 2015 年，记述范围为南充市现行行政区域所辖的顺庆区、

高坪区、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仪陇县、营山县和

蓬安县。该志书采用条目体，设类目、条目、子目 3 个层次；运

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横排竖写，

图表随文附置。

《南充市地方志志》共 68 万余字，除志首、志尾外，设置

了组织机构、志书编纂、年鉴编辑、地情资源开发利用、旧志整

理、资料与信息工作、地方志学术研究、地方志工作管理、地方

志工作荣誉、人物等 10 个大类，充分反映了南充地方志事业发

展变化的历程，系统总结了南充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全面展

示了南充地方志工作的成就，彰显了南充地方志工作的特点和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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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史志协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召开

12 月 9 日，巴中市史志协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党

史地方志办主任罗之聪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社科联常务副主席李

先国到会指导协会工作，市史志协会 43 名会员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史志协会第三届副会长、秘书长王志雄所作的

《发挥协会职能 服务史志事业》工作报告，讨论表决了市史志

协会章程修订案，选举产生了协会第四届理事、常务理事、秘书

长、会长和副会长，以及 21 名理事和 13 名常务理事。

青川县主要领导出席《青川县志（1986—2006）》发行仪式

12 月 7 日，青川县举行《青川县志（1986——2006）》发行

仪式。县委书记罗云，县委副书记、县长刘自强，县政协主席杨

政国等出席发行会。刘自强主持发行仪式。

《青川县志（1986—2006）》编纂工作于 2003 年 2 月启动，

全书约 130 余万字、130 幅彩图，运用述、记、志、传、图、表、

录等多种记述手法，全面翔实地记述了青川第六个“五年计划”

至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

领域的深刻变化，是一部集 21 年县情于一册的重要新志书，也

是一部了解青川、宣传青川、开发青川的权威地情典籍。

罗云对《青川县志（1986—2006）》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

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开展学习，通过县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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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青川历史，认真开展县情研究，认真总结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

的成效和经验。紧紧围绕县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

本、生态立县、绿色崛起、富民强县”发展思路，努力把青川建

设成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生态经济先行区、生态文明示范县”

和“生态青川、美丽家园”，在制定规划、开发资源、基础建设、

招商引资、防灾减灾、文化建设等方面，主动建言献策，狠抓各

项工作落实，为青川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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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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