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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23〕56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四 川 省 地 方 志 学 会

关于开展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暨

《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增刊供稿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省直各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

为总结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探索第三轮修志工作路径方法，

省地方志办、省地方志学会拟于 2023年 10月下旬召开地方志理

论研讨会，并编辑出版《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增刊。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事宜

（一）各地各部门要结合第二轮修志工作实践，围绕征文选

题（见附件 1），积极组织地方志工作机构、史志专家撰写征文。

其中，各市（州）需提交论文不少于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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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论文应为尚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学术论文，力求

体现学术性、时代性和创新性，题目自拟。

（三）论文正文前附 300字左右提要，3—5个关键词。

（四）论文字数：4000—6000字。

征文结束后，省地方志办将秉承公平公正原则评选优秀论文，

邀请部分作者参与会议研讨，并择优在《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

增刊刊发。

研讨会举办时间、地点、参会人员等事宜另行通知。

二、《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增刊供稿事宜

增刊拟设特载、志鉴编纂、开发利用、总结探索、他山之石、

好书品鉴、修志岁月等栏目。

（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并重点

围绕依法治志、组织规划、管理运作、质量管控、宣传弘扬、开

发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只聚焦其中一个方面撰写经验文章，

开小口，挖深井，展现特色做法、工作亮点，有深度、可操作、

具有借鉴价值，避免泛泛而谈。我们将择优刊于“特载”栏目。

其中，各市（州）需提交１篇 2000字左右的经验文章，也可组织

所属县（市、区）撰写提交。

（二）各地各部门需提供本地（部门）开展第二轮修志重大

活动、调研指导、业务探讨、业务培训、志稿评议、审查验收、

田野调查、获奖证书或书影等图片不少于 20张。图片说明准确（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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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间、地点、重要人物、事件、结果等），图片大小不低于 1M，

单独打包报送。

（三）志鉴编纂、开发利用、总结探索、好书品鉴、修志岁

月等栏目稿件将重点从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中选取。

三、有关要求

（一）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组织业务骨干撰

写文章，多渠道收集图片，并认真做好文稿事实审定、文字审改、

格式审校等把关工作，按时保质报送。

（二）各地各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指定 1名联系人，于 6月

30日前将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7月 10日前将第二轮修志经

验文章提纲汇总报送至指定邮箱。经验文章待《巴蜀史志》编辑

部审定提纲后再组织撰写。

（三）提交的论文请按排版格式要求（见附件 2）进行排版。

各地各部门请将所有文稿及图片汇总审核后，分别以“××市（州、

部门）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市（州、部门）第二轮

修志经验文章（图片）”为题，于 2023年 8月 18日前统一发送至

指定邮箱，请勿重复投稿。

联系人：朱艳林 邮箱：383909269@qq.com

联系电话：028—86522982 13551072521

附件：1.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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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论文格式要求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2023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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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选题

一、依法治志研究

1. 第二轮修志组织领导、调研督查研究

2. 第二轮修志工作机制和修志格局构建研究

3. 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特色举措总结

4. 第二轮修志业务培训内容与方式创新

5. 第二轮修志志稿评议、审查验收研究

6. 第二轮志书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与质量保障工作总结研究

二、志鉴编纂研究

1. 第二轮修志的“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

2. 第二轮修志的“统编统纂”与“分编分纂”

3. 志、鉴联动运作模式总结研究

4. 志、鉴编纂的公司化运作探索

5. 第二轮志书编纂流程的优化创新

6. 从“模板化”到“本土化”——志书篇目设计与修订工作总结

思考

7. 信息化时代的志书资料采集、整理运用总结研究

8. 年鉴资料的修志运用总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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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口述史采集与修志运用研究

10. 志书资料溯源功能配套完善研究

11. 地方志资料可持续积累机制建立与运行总结研究

12. 志书记述重点及编纂技术处理研究

13. 志书政治、城建、经济、社会、人物等重要部类编纂总

结与研究

14. 志书编纂突出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研究

15. 志书检索系统与编制研究

16. 四川省专门志编纂的成就与特色总结

17. 部门志编纂研究

18. 单位（学校、科研院所、医院、厂矿企业等）志编纂思

考与实践

19. 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思考与实践

20. 扶贫志、小康志编纂思考与实践

21. 山川志、名胜古迹志编纂思考与实践

22. 风土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思考与实践

23. 重大工程项目志编纂思考与实践

24. 重大历史事件志、突发事件志编纂思考与实践

25. 年鉴编纂选题如何突出地域性和年度性

26. 年鉴框架正文内容分类标准及层次分析

27. 年鉴条目类型及标题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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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年鉴条目记述要素及编写要点

29. 年鉴图表研究

30. 年鉴封面设计何以形成自有风格特色

31. 新时代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功用定位

三、开发利用研究

1. 四川省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成就与特色总结

2. 旧志与地方文献“古为今用”研究

3. 地情概况类读物编纂思考与实践

4. 地情丛书编纂思考与实践

5. 专（主）题性地情资料汇集与运用

6. 地情信息网站及多媒体传播研究

7. 方志馆建设运营研究

8. 方志工作、方志成果、方志文化公众展示宣传总结

四、志鉴评介

选取四川省编纂出版的获省、市（州）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的第二轮志书和近年来四川省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年鉴

类）、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中国精品年鉴”的年鉴进行评介。

五、第三轮志书编纂探索

1. 第三轮志书组织规划、管理运作研究

2. 第三轮志书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3. 第三轮志书编修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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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轮志书编纂流程探索

5. 第三轮志书编纂体例研究

6. 第三轮志书篇目设置研究

7. 第三轮志书资料收集研究

8. 第三轮志书志稿撰写研究

9. 第三轮志书质量管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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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论文格式要求

1. 版面格式：A4规格、Word文档。

2. 标题格式：标题为黑体、小二号字，一级标题为宋体、四

号字、加粗，二级标题为宋体、小四号字、加粗。

3. 正文及摘要格式：统一用宋体、小四号字，行间距统一设

为 22磅。

4. 引文均须注明出处。注释为宋体、五号字，采用脚注形式，

每页单独排序，序号用①②③……标识，依次注明著者、论著名、

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或著者、论文名、期刊名、刊期。

5. 文后附作者基本信息，包括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联系地

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 年 6 月 26 日印发

（共印 3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