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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省政协委员陈建春 2件提案引起广泛关注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地方政协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志

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建春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

编纂出版〈四川历代方志图集〉〈四川历代方志序跋集〉的建议》，

以及联合省政协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局长李晓骏，

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滕中平，省政协委员、省政协研

究室主任曾秀琼，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地方政协联络委员会副主

任张光伟，省政协委员、南充市政协副主席黎萍，省政协委员、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黄祖军提出的《关于组织编纂

〈蜀道文化图志〉的建议》2件提案，引起广泛关注。

1月 24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四川省政协委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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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春：深入推进四川方志、史料文献整理汇编工作》为题，1 月

25日，“中新网四川新闻”以《省政协委员陈建春建议深入推进方

志史料汇编工作》为题，对《关于编纂出版〈四川历代方志图集〉

〈四川历代方志序跋集〉的建议》提案进行宣传报道。

1月 24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传承蜀道文化、助

力四川文化强省建设 七位政协委员这样建议》为题，1月 27日，

《四川日报》第 1版在题为《代表委员热议省两会精神，大家纷

纷表示——努力把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新闻稿中，对编纂出版《蜀道文化图志》予以报道。

《关于编纂出版〈四川历代方志图集〉〈四川历代方志序跋

集〉的建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蜀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存可查的四川省旧志超过 325

部，对研究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强化珍稀方志文献的保护利用，深入推进四川旧

志、史料文献的整理及点校工作意义重大。提案建议，省财政支

持，省地方志工作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古籍整理、出版等部门推

进《四川历代方志图集》《四川历代方志序跋集》编纂出版。全

面挖掘四川历代方志的精华，对四川历代方志的内涵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具有厚重价值的四川历代方志在新时代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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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更新的光华，让蕴藏在四川古籍文献中的巴蜀文脉成为点燃当

代文化创新的火种，为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贡献力量。

《关于组织编纂〈蜀道文化图志〉的建议》认为，蜀道是古

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距今已有 3000多年历史，是人类最早

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作为中国古代沟通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大动脉，蜀道对于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西南地区有重要的政治、军

事、经济意义。如今，随着蜀道的开拓，一系列文化现象应运而

生。人口迁移、历史名人古迹以及与蜀道相关的文学艺术、旅游

和生态保护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蜀道文化，并使其流传至今，

历久弥新。通过地方志形式全面、系统、立体呈现蜀道文化发展

历程，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

力文化强省建设有着重大现实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提案建议，

省财政支持，省地方志工作主管部门牵头，会同蜀道研究院等部

门开展《蜀道文化图志》编纂工作，全面真实记录蜀道从古至今

的发展历程和全貌，深入挖掘、系统阐释蜀道文化内涵，讲好蜀

道故事，宣传好蜀道文化，将蜀道文化作为四川独有的文化名片

发扬光大，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注入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脉根

基，增强人民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省地方志办）

省地方志办及成都有关区（市、县）

地方志成果亮相当地两会

近日，省地方志办及成都市有关区（市、县）地方志部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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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挥地方志资政作用，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方志成果走进

当地两会，反响热烈。

1月 22日，省地方志办将《四川年鉴（2023）》简本、《四

川印记 2023》《四川历史文化览读》送交省两会使用。这是自 2021

年以来，省地方志办连续第四年向全省两会提供年鉴资料，也是

四川历史文化研究成果首次走进两会。

1 月中旬，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将《武侯年鉴（2022）》

《武侯年鉴（2023）》，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将《鉴记金牛（2023）》

向当地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赠阅，受到一致好评。成都

市龙泉驿区地方志办将与区政协等共同编纂的《龙泉驿历史文献

集》《龙腾东山——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30年》两本特色地情文

化书籍送入两会，引发热议。彭州市地方志办牵头编纂的《砥砺

奋进谱华章——彭州撤县设市 30年图文纪实》《天彭古今——彭

州撤县设市专刊》等地情书籍首次亮相彭州市两会。

（综合成都市武侯区、成都市金牛区、成都市龙泉驿区、彭州

市地方志办信息）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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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1月 29日印发

（共印 2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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