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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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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8月 21日

编者按：近年来，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

中心）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

立足地域特色、区位优势、文化内核，健全体制机制，强化规划引领，

集约优势资源，激活倍乘效应，创新实施“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

探索出广元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现将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

心的经验做法刊载如下，供全省地方志部门学习借鉴。

广元市创新实施“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

推动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广元市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嘉陵江主流及多条支流流经

市域所辖县（区），剑门蜀道在境内绵延 100 多公里，是先秦古

栈道文化和中国蜀道文化的集中展现地、三国历史文化核心走廊、

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也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

http://www.97616.net/vjingdian_4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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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红四方面军后期首府地、西部战争主战场和长征出发地，

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文化丰富、红色文化厚重。近年来，中共广

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立足地域特色、放

大区位优势、深挖文化内核、整合史志资源，创新实施“一中心两

走廊”文化建设，即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和剑门蜀道史

志文化走廊、嘉陵江流域（广元段）史志文化走廊，探索推动广

元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为助力广元市大力实施“1345”

发展战略
①
、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贡献史志力量。

健全体制机制，密织全域联动上下贯通“合力网”。一是高位

推动积厚成势。广元市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依法依规对文

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获四川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批准，为蜀道遗址遗迹科学保护、充分利用、绿

色发展提供法律依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省广元段建设保

护规划》率先编制完成，作为全省范本推广。《广元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2022—2035年）》获省政府批准，是指导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大力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积极

推进市博物馆迁建、大蜀道博物馆、中子铺遗址博物馆、青川郝

家坪遗址博物馆建设。开展全市红色资源“大起底、大普查”专项

行动，精准普查红色遗址 741处，并逐一建账立档。二是纵横联

①广元市“1345”发展战略：“1”是明确“一个总体定位”，即：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3”
是加速推进“三个转变”，即：加速推进通道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环境优势向竞争优

势转变；“4”是深入开展“四大行动”，即：深入开展产业集聚提速行动、城市能级提升行动、民生保障提质行动、

干部争先提能行动；“5”是聚力实现“五项目标”，即：打造中国绿色铝都、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康

养度假胜地、建设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

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典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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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多维赋能。探索市县（区）“1+7”史志一体化联动机制，采取市

室统筹、牵头县（区）主抓、成员县（区）具体落实，坚持特色

切入、以点示范，全市一盘棋、各县一张图，实现课题研究、点

位打造、文化推介等方面集成创新、协同高效。深化构建“大史志”

工作格局，整合党校、高校、研究机构等社会力量，组建史志专

家人才库，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横向深化与文化、旅游、建

设、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等部门协作，结合文旅升级、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等工作，以项目带动、部门联动、乡镇互动等方式，统

筹谋划、先易后难、渐次推进“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三是示

范带动先行先试。根据嘉陵江流域和剑门蜀道核心地段区位特点，

确定利州区、剑阁县、苍溪县 3个县（区）史志部门作为牵头单

位，因地制宜开展示范点打造、史志活动等先行先试、系统集成。

针对全国史志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突出难题及本地实际，

大胆探索解决路径和可行方案，率先形成一批理论成果、实践成

果、制度成果。

强化规划引领，制定“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线路图”。一

是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充分利用利州区地处主城区

区位优势，依托境内蜀道文化、红色文化、武则天名人文化等文

化底蕴，大力推进广元方志馆布展，用好用活市域内红色遗址、

三线遗址、文物古迹等资源，深入推进史志“七进+”，打造史志阅

览室、七进示范点等史志文化点位。二是建设剑门蜀道史志文化

走廊。围绕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康养度假胜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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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剑门蜀道为主轴线，自剑阁县武连镇至朝天区中子镇，纵贯昭

化区、利州区、旺苍县、青川县。围绕蜀道文化、红色文化、历

史文化，串联各类史志文化点位，重点推进大蜀道博物馆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奠基学校剑门关高级中学校史馆建设。三是建设嘉

陵江流域（广元段）史志文化走廊。以嘉陵江流域为主线，南起

苍溪县百利镇、北至朝天区中子镇，包含剑阁县、昭化区、利州

区、青川县，活化利用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内涵，串联整合各县

（区）段史志文化遗存或遗迹资源，形成一条以嘉陵江流域为主

线，贯穿广元的史志文化走廊。

集约优势资源，精攻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关键点”。一是凝心

盘活现有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各县（区）史志文化资源、风景名

胜，历史文化、革命文化遗迹遗址遗物，文保单位、非物质文化

遗产，结合现有展陈馆、纪念场馆、村（校、院）史馆、省市县

共建史志阅览室、史志“七进+”示范点、党史教育基地 900余处，

推动全市各类史志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二

是聚力新建精品点位。深度挖掘史志文化资源，借势借智借力推

进史志文化精品点位新建，整合利用撤乡并镇、强村并组后办公

用房等闲置资产建设村史馆；统筹整合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乡

村书吧等资源，建设史志阅览室；秉承保护、开发、利用并重的

工作原则，深挖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打造史志“七进+”示范点。

2022 年，广元市建成县、乡、村（社区）、厂、院、校史馆 19

个，史志阅览室 30个，史志“七进+”示范点 51个。三是前瞻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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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十四五”期间，完成广元市史志馆提档升级和广元市

图书馆的史志阅览室建设工作，新建广元史志数字室，筹建 2所

高校史志分馆。全市建成史志“七进+”基层示范点 200个以上，其

中，史志阅览室 140个以上，村（社区）史馆 70个以上。依托历

史文化、红色文化节点，开展专题宣传、学术研讨、现场推进等

活动 50场以上。

激活倍乘效应，紧贴中心大局拓展影响“覆盖面”。一是积极

资政献策。立足“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履行主责主业，为党

委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完成《广元历史沿革》《红色资源

保护和价值转化的广元方略》课题 2个，承（协）办《蜀道文化

大讲堂》史志进机关 6期。剑阁史志部门创办《史志资政》专刊

30期，撰写的资政专报《关于加强蜀道古柏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

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肯定。资政文章《让厚重文化滋养心灵 用

历史智慧助推发展——史志“七进”工作的调研与建议》等得到市

委主要领导肯定。《汲取方志基因 弘扬传统文化——地方志在传

承发展广元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探讨》被《巴蜀史志》2023 第

3期采用。二是融入发展大局。推动“一中心两走廊”建设和乡村振

兴、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印发《广元市党史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明确了志书年鉴编纂目标，按规划有序推进《鸳溪镇

志》《将军村志》《青川茶叶志》等乡镇村志编纂、特色志书编

纂，编写志鉴简本、地情书籍、地情手册、乡土教材、专题资料

等普及读物，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地情文化支撑。加大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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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非遗传习所等布展指导，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现代文明素养，

增强村民的情感认同。精选“一中心两走廊”线路上保护现状良好、

人文内涵深厚的点位，作为参观旅游、学习教育基地。先后建成

2 个国家级、7 个省级、11 个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类博

物馆（纪念馆）10 个，全国经典景区 5个，3条线路入选全省旅

游精品线路。开发教学研相结合的旅游线路 11条，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 1000余场次，引导 200万人次接受教育。三是深化成果运用。

依托建设点位和经典线路，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编史志文

艺精品 65部，广元“知客”成为宣传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名片，

被中宣部肯定。编纂完成《广元历史沿革和历史人物简明读本》，

参与《广元九章》等广元历史文化通俗读本编写，推进广元历史

文化的普及宣传。精心组织夏（冬）令营、大学生旅游创意策划

大赛等文旅实践活动 800余场次。成功举办社区开展史志进社区

知识竞赛、广元市“庆七一”党史知识竞赛、史志大讲堂等史志“七

进”活动 120余场次，引导干部群众从史志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

凝聚时代力量、谱写奋进新篇。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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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8月 21日印发

（共印 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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