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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育人以文化人 以史促旅以文塑旅

——用足史志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迈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新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省委书记王晓晖在大会作题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团结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新征程》的报告。会议明确了四川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描绘了

未来五年的宏伟蓝图，提出要经过五年努力，让社会文明进步达

到新高度，基本建成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包罗万象，被誉为“一方之全史”

和“一地之百科全书”，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

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光荣使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文化基因，是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是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组成



—2—

部分，也是一地一域的“精神名片”。推动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落

地落实，实现基本建成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目标，要用足用活史志

文化资源，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以史促旅、以文塑旅作用。

用足史志文化资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巴蜀文化。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

根同源、相融相通。四川是目前全国收藏旧志最多的省区之一，

有方志大省之称。要做好珍贵旧志、史料文献整理挖掘、开发利

用，深入阐发古蜀文明、三国文化等特色文化，宣传杨雄、苏轼

等文化巨匠，达观友善、仁义待人等传统美德，俭约自守、中和

泰和等生活理念，发挥以文化人作用。四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

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民族特色文化资

源丰富。要做好藏羌彝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开发利用，推进研

究阐释和创造性转化，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

和传播，编纂好羌族通志等少数民族特色志鉴，展示绚烂多彩的

少数民族文化，发挥以文促旅作用。要做好传统文化中有益思想、

艺术价值的现代化表达，推出一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

艺作品，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四川文化。

用足史志文化资源，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四川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早期重要实践地，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

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久的省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

——川陕苏区中区域范围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全国三线建

设的重点省份，是改革之乡，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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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保存在志书年鉴、史料文献中。要收集、整理发

生在巴蜀大地上的红色故事、红色文化、英雄人物、先进事迹，

组织编纂红色历史、地方简史、地情概览、大事辑要、英烈传略

等书籍，赓续精神血脉。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挖

掘、整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四川篇章，持续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历史文章，推出一批

有深度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用足史志文化资源，记录好、宣传好四川改革发展壮阔实践。

地方志具有传承历史、展现当今、启引未来的作用。要紧跟时代

步伐，直笔著信史、匠心写山河，记录好、宣传好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四川推动治蜀

兴川各项事业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巨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要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等，组织编纂系列专题志

鉴，记录好、宣传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辉历程。

要记录好、宣传好四川发展改革奋进历程，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

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编纂好乡镇（街道）志和村志，

留存乡愁记忆、助力乡村振兴。记录好、宣传好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成功实践，编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等“巴蜀

一家亲”史志文化产品，启迪巴蜀儿女踔厉奋发。

用足史志文化资源，服务和推进全省文旅融合发展。要把“以

史资治、服务社会”作为根本任务，聚焦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

深挖巴蜀特色文旅资源，发挥以史促旅、以文塑旅作用。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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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地方志在规划编制、旅游开发、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

的作用，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一批凸显文化特

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

加强“美丽乡村”文化建设，发掘和保护一批处处有历史、步步有

文化的小镇和村庄。立足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深

入挖掘其文化内核、精神内核，打造一批精品旅游路线。要服务

巴蜀文旅全球推广，深挖三星堆—金沙、九寨沟—黄龙、大熊猫、

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乐山大佛等重点文旅品牌历史、文化

和生态价值，编纂好九寨沟图志等专题志鉴书籍，擦亮四川旅游

金字招牌。要扎实开展名镇志、名街志、名村志、名桥志，名山

志、名水志、名酒志、名茶志、名食志文化工程，让“川字号”文

旅产品走出去、立得住、叫得响。

送：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常委，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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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1日印发

（共印 6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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