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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志发〔2022〕6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机关各处，四川省方志馆筹建处，四川年鉴社：

现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工作要点》印发你们，

请结合职能职责，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工作要点

2. 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工作要点》

责任分工方案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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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工作要点

2022年，四川省地方志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

党的二十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以来历次全会及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彭清华调研地方志工作指示精神及

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做实“存史、育人、资政”主

责主业，在“三个服务”（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人民群众）中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新时代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筑牢事业发展根基

（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干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地方志编修中的指导地位，切实履行好为党立言、

为国存史、为民修志历史使命。

（二）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新时代好

干部标准培养和选拔干部，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开展党性教

育专题培训，打牢政治思想根基。探索开展网络培训模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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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业务能力。加强地方志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地方

志人才库，建成地方志专家库。

（三）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省纪委

全会精神，强化政治监督，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严肃

执纪问责，持续整治“四风”突出问题。深化不担当不作为教育

整顿，持续抓好作风建设。

（四）致力服务乡村振兴。继续选派政治过硬、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的干部参与驻村帮扶工作。关心关怀驻村干部，保障各

项待遇落实。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开展好爱心助学活动，协

助做好产业、技术、教育等帮扶工作。

二、聚焦志鉴编修主业，发挥存史镜鉴作用

（五）扎实抓好志鉴编纂。强化顶层设计，印发四川省“十四

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积极做好第三轮修志筹备工作。严格落

实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要求，确保地方综合年鉴 2022

卷年内公开出版。积极推动并指导各地各部门抓好部门（行业）

志鉴编纂。

（六）做好重大项目编纂。认真落实中指组要求，抓好四川

扶贫志、四川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指导各地围绕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等做好重大专题志书编纂。配合重庆市地方志办做好《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2）》编纂工作，谋划推出“巴蜀

一家亲”地情书籍，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继续持续推进



—4—

《四川抗日战争志》《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四川当代史》《四

川方志中的红军长征记忆》《四川客家志》编纂工作。推进《四

川简史》《四川羌族通志》出版。

（七）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认真落实

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督促指导各地按规划

推进编纂工作，服务省委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推进《四川

省乡镇简志》编纂出版，抓好名镇志、名村志、中国传统村落志

等编纂。

（八）加强史料收集整理。积极推进旧志、文献等整理。做

好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 2021年卷、四川地方志发展报告 2020

年卷和 2021年卷编纂出版。

（九）大力推进质量建设。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制订出台省

志、市县志、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抓好综合年鉴编纂篇

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与通报工作。组织对已出版志书开展质

量自查，做好中指办志书质量抽查准备。开展四川省第二十次社

会科学成果奖（方志类）初评和地方志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

三、深化地情开发利用，发挥资政辅治作用

（十）着力强化资政辅治。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重大课题开展

资政专题研究，推出高质量、高价值的资政成果。加强对各类志

鉴的整理归档、研究分析，推出一批有价值的地情文章。继续办

好《资政参阅》《四川要闻》，服务党政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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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开展特色志开发利用，助

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编纂出版《大熊猫图志》英文版，启

动编纂《九寨沟图志》；谋划重修《三星堆图志》。积极推进名

街志、名山志、名水志、名桥志、名食志、名茶志、名酒志以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聚焦各地特色文化、景点、产品、

技艺等，编纂特色地情读物。

（十二）做好地情开发利用。加强志鉴及地情文献资料及其

电子版征集和研究，充实志鉴及地情资源数据库，推出一批有代

表性的地情资料成果。编纂出版《蜀韵纪事》（第三辑）、脱贫

攻坚四川故事汇征文作品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征文

作品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开展数字化、

网络化建设。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教化育人作用

（十三）打造优秀文化宣传阵地。围绕地情资料收藏保护中

心、地情展览展示中心、地情研究中心、地方文化交流中心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定位，积极推动四川省方志馆建设，指导各地

建设和管好用好方志馆，继续推进高校方志分馆建设。会同市县

在部分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方志阅览室。继续建好用

活方志新媒体矩阵，办好史志期刊。

（十四）发挥教化育人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强化宣传弘扬，助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加大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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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历史文化、改革发展成就的宣传力度。举办历史文化和地情知

识讲座，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宣传的影响力。

（十五）推动方志文化走出去。持续开展“读志用志”活动，

深化“史志七进”（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进军营、进网络）。发挥地方志学会、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独

特作用，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加强与省内外史志部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的合作交流，互学互

鉴，助推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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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
工作要点》责任分工方案

为抓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工作要点》各项工

作部署落地落实，现制定如下责任分工方案。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筑牢事业发展根基

（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引导干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地方志编

修中的指导地位，切实履行好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历

史使命。（责任部门：机关党委、机关各处、四川省方志馆筹建

处、四川年鉴社）

（二）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培养和选拔干

部，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责任部门：综合处）

3. 开展党性教育专题培训，打牢政治思想根基。（责任部门：

机关党委）

4. 探索开展网络培训模式，提升干部业务能力。（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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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各处、四川年鉴社）

5. 加强地方志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地方志人才

库，建成地方志专家库。（责任部门：机关各处、四川年鉴社）

（三）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6.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省纪委全会精神，强化政治监督，

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严肃执纪问责，持续整治“四风”

突出问题。深化不担当不作为教育整顿，持续抓好作风建设。（责

任部门：机关党委、机关各处、四川省方志馆筹建处、四川年鉴

社）

（四）致力服务乡村振兴

7. 继续选派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参与驻村

帮扶工作。关心关怀驻村干部，保障各项待遇落实。（责任部门：

机关党委）

8. 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开展好爱心助学活动，协助做好

产业、技术、教育等帮扶工作。（责任部门：机关党委、机关各

处）

二、聚焦志鉴编修主业，发挥存史镜鉴作用

（五）扎实抓好志鉴编纂

9. 强化顶层设计，印发四川省“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责任部门：综合处、政策法规宣传处）

10. 积极做好第三轮修志筹备工作。（责任部门：省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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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市县志工作处）

11. 严格落实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要求，确保

地方综合年鉴 2022卷年内公开出版。（责任部门：市县志工作处、

四川年鉴社）

12. 积极推动并指导各地各部门抓好部门（行业）志鉴编纂。

（责任部门：市县志工作处、省志工作处）

（六）做好重大项目编纂

13. 认真落实中指组要求，抓好四川扶贫志、四川全面小康

志编纂工作。指导各地围绕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等做好重大专题

志书编纂。（责任部门：市县志工作处、省志工作处）

14. 配合重庆市地方志办做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

鉴（2022）》编纂工作。谋划“巴蜀一家亲”地情书籍，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责任部门：省志工作处、省情信息工作

处）

15. 继续持续推进《四川抗日战争志》《四川抗战历史文献》

《四川当代史》《四川方志中的红军长征记忆》《四川客家志》

编纂工作。推进《四川简史》《四川羌族通志》出版。（责任部

门：市县志工作处、省志工作处、综合处）

（七）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

16. 认真落实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督

促指导各地按规划推进编纂工作，服务省委两项改革“后半篇”

文章。推进《四川省乡镇简志》编纂出版，抓好名镇志、名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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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志等编纂。（责任部门：市县志工作处）

（八）加强史料收集整理

17. 积极推进旧志、文献等整理。（责任部门：省情信息工作处）

18. 做好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 2021年卷、四川地方志发

展报告 2020年卷和 2021年卷编纂出版。（责任部门：省志工作

处、市县志工作处）

三、深化地情开发利用，发挥资政辅治作用

（九）大力推进质量建设

19. 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制订出台省志、市县志、综合年鉴

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责任部门：省志工作处、市县志工作处）

20. 抓好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与通报工

作。组织对已出版志书开展质量自查，做好中指办志书质量抽查

准备。（责任部门：市县志工作处、省志工作处）

21. 开展四川省第二十次社会科学成果奖（方志类）初评和

地方志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责任部门：政策法规宣传处）

（十）着力强化资政辅治

22. 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重大课题开展资政专题研究，推出高

质量、高价值的资政成果。（责任部门：机关各处）

23. 加强对各类志鉴的整理归档、研究分析，推出一批有价

值的地情文章。（责任部门：机关各处）

24. 继续办好《资政参阅》《四川要闻》，服务党政决策部



—11—

署。（责任部门：综合处、省情信息工作处）

（十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5. 继续开展特色志开发利用，助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

（责任部门：省志工作处）

26. 编纂出版《大熊猫图志》英文版，启动编纂《九寨沟图

志》；谋划重修《三星堆图志》。（责任部门：省志工作处、政

策法规宣传处）

27. 积极推进名街志、名山志、名水志、名桥志、名食志、

名茶志、名酒志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聚焦各地特

色文化、景点、产品、技艺等，编纂特色地情读物。（责任部门：

市县志工作处）

（十二）做好地情开发利用

28. 加强志鉴及地情文献资料及其电子版征集和研究，充实

志鉴及地情资源数据库，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地情资料成果。（责

任部门：省情信息工作处）

29. 编纂出版《蜀韵纪事》（第三辑）、脱贫攻坚四川故事

汇征文作品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征文作品选。（责

任部门：省情信息工作处、政策法规宣传处）

30.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开展数字化、

网络化建设。（责任部门：省情信息工作处）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教化育人作用

（十三）打造优秀文化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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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围绕地情资料收藏保护中心、地情展览展示中心、地情

研究中心、地方文化交流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定位，积极

推动四川省方志馆建设。（责任部门：四川省方志馆筹建处）

32. 指导各地建设和管好用好方志馆，继续推进高校方志分

馆建设。会同市县在部分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方志阅

览室。继续建好用活方志新媒体矩阵，办好史志期刊。（责任部

门：省情信息工作处、政策法规宣传处）

（十四）发挥教化育人作用

3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精髓，强化宣传弘扬，助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加大对当地历史文化、改革发展成就

的宣传力度。举办历史文化和地情知识讲座，增强地方历史文化

宣传的影响力。（责任部门：省情信息工作处、政策法规宣传处）

（十五）推动方志文化走出去

34. 持续开展“读志用志”活动，深化“史志七进”（进机

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责

任部门：省情信息工作处）

35. 发挥地方志学会、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独特作用，加

强方志理论研究。加强与省内外史志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的合作交流，互学互鉴，助推事

业发展。（责任部门：政策法规宣传处）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直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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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月 21日印发

（共印 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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