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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2月 6日

【市州动态】

成都方志馆被写进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

2 月 1 日，成都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市长王凤朝代表成都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提到“免费开放成都方志馆分馆 7个、微方志馆 50个”。这是成

都方志馆首次被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

自 2020 年起，成都市地方志办全面启动全市方志馆

体系建设，依托主题文化博物馆、高校图书馆、社区街道（村

镇）现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利用市、区（市）县两级地方志机

构地情方志资料资源，设立一批方志馆分馆及微方志馆。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共建成综合方志馆 8个，设立成都方志馆分馆 11家，

设立成都微方志馆 130个，覆盖全市 23个区（市）县，方志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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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系初步形成。

近年来，成都方志馆、成都方志馆分馆、微方志馆始终坚持

“存史、育人、资政”使命任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以多种形式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方志文化惠民服务初见成

效。成都方志馆开展多种形式参观活动，2023年全年参观人数同

比增长 20余倍；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微方志馆举办特色艺

术展，日均观展人数达 100人次；锦江区宝墩书房微方志馆 2023

年开展讲座 24场；金牛区方志馆与金牛区民政局合力打造金牛方

志馆未成年人保护点，2023累计服务群众 100余万人次；双流区

史志馆配合双流区委组织部打造“红海棠党建主题公园”，全年累

计接待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参观近 100场 5000余人次，超 1万

名市民参观学习，成都方志馆体系不断为市民提供丰富且高品质

的公共文化服务。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绵阳市集中开展全市年鉴编纂培训

为持续巩固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成果，1月 25日，

绵阳市集中开展全市年鉴编纂培训，总结 2023年年鉴工作，安排

部署 2024卷年鉴编纂任务，并就《年鉴条目编写要领及注意问题》

进行讲解。绵阳市本级及各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各园

区管委会综合办、科学城办事处、市直各部门（单位）、在绵高



— 3—

校、银行、保险机构等单位主要撰稿人近 180人参加培训。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泸州市编印《泸州市“港·医·酒”大事记》

2023 年 3 月，围绕中共泸州市委九届五次全会提出“高质量

建设以世界优质白酒产业集群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

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药健康中

心”中心工作，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主动作为，启动《泸州市“港·医·酒”大事记》编纂。近日，《泸州

市“港·医·酒”大事记》编印完成，全书分前言、港口物流篇、医药

健康篇、酒业发展篇 4个部分，上限起于行业发展始端，下限至

2022 年，正文 4.6 万余字、图片 114幅，反映了泸州港口物流行

业、医药健康行业、酒业悠久的发展历程，内容丰富详实，图文

互相陪衬、相得益彰。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宜宾市“三个聚焦”强化以史资政

近年来，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紧扣“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主题，聚焦重点任务，主动作为，强化资政研

究，积极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一是聚焦民生民本“大改善”开展资政。坚持史志为民理念，

紧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重大民生工程，加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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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撰写《宜宾“双城”战略的特质与启示》《关于史志阅览室

建设及开发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等资政文章，引起有关方面重

视。积极开展专题资政研究，用伟大成就鼓舞人、用成功经验教

育人、用模范事迹激励人。

二是聚焦转型发展“大跨越”开展资政。围绕市委“双轮驱

动”“南向开放”等战略部署开展建言资政，撰写《宜宾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重要节点的历史依据》《特色茶文化对宜宾茶品牌建设的

支撑路径》等资政报告，被市委市政府及相关单位采纳，并已实

现部分基础设施及实务成果转化。

三是聚焦经济建设“主战场”开展资政。站位全市发展大局，

主动融入市委文化旅游发展战略，撰写《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红色旅游，助推宜宾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关于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宜宾段）建设的建议》等资政文章，获市委主要领

导或分管领导肯定性批示。

（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突出五大职能 发挥三大功用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2023年取得较好成绩

2023年度，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履行新时代高校“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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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五大职

能，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在队伍建设、

硬件配置、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学术交流等方面取

得较好成效，为推动川渝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内江师范学院

“师范类专业认证”“申硕建大”重点工作及内江市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加强科学研究。2023年度，中心紧抓“研究”这个重点，科研

工作全面推进，在课题研究、成果发表、资政服务、书籍编纂等

方面取得较好成绩。主持立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峨眉武术历史文化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 项（《“甜城”蔗糖业发展历程与“甜文化”开

发利用》）、市厅级项目 4项（沱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近

代沱江流域蔗糖业与糖文化研究》；成都大学天府文化研究院《历

代蜀郡太守汇考》；内江市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内江

糖业历史文化资源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内江市级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专项课题《内江工业文化研究》）。发表 CSSCI期刊论文

1 篇、高校学报论文 2 篇，撰写资政报告 3 篇。中心与中共内江

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共同完成资政专报《内江糖业历史回顾及

启示》并上报内江市委，1月 14日获内江市委书记邹自景肯定性

批示，其中建设中国糖业博物馆、成立甜文化研究会、塑造甜城

IP、设计内江城市 LOGO等建议被采纳，相关项目已落实或落地；

参与调研并撰写《关于我省川剧保护传承的调研报告》，12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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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延政肯定性批示；11月，主持完成《关

于我省峨眉武术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并上报省委宣传部。《巴

蜀方志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编纂进展顺利。其中，“巴蜀特色地情

文化丛书”已出版 1部（《犍为邵氏安乐窝记》2023年 11月由山

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另有 2部进入出版程序（《隆昌石牌

坊全解》正在出版社排版，《峨眉武术志》完成 80万字初稿并签

订出版协议）；“巴蜀方志文化研究基本史料丛书”完成《历代蜀

郡太守汇考》初稿，《历代成都尹汇考》《历代成都知府汇考》

《历代益州刺史汇考》《历代剑南三川节度使汇考》《历代巴郡

太守汇考》完成框架设计；“巴蜀方志理论研究丛书”正联系相关

专家积极推动编纂。

注重人才培养。中心主持的四川省 2021—2023年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政产学研用合

作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构建与实践”顺利结题。通过项目实施，构

建了“中心—团队—分馆—基地—课程”五位一体政产学研用合作

培养历史学创新人才模式，依托项目编纂出版教材、著作、论文

等成果，对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发展起到一定示范作用。开展大

中小学一体化地情文化育人实践。与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

究室合作，共建“地情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中小

学乡土历史文化教材编研实践基地”“中小学乡土历史文化教材编

研实践创新团队”，开启历史学专业校地合作与产教融合新篇章。

校内校外双导师带领历史学专业师范生编纂内江中小学乡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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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乡——甜城内江》，大学生通过教材编纂实践，了解

基础教育状况与发展趋势，提高教学科研能力，推动大中小学地

情文化育人一体化开展。地情文化育人有力支撑历史学师范类专

业认证。中心主任兼任内江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负责人，在 2023

年度师范类专业认证中，带领历史学专业教师不断完善“地方志与

巴蜀文化”“近代甜城蔗糖业与糖文化”等大学生地情教育课程体

系。“地情文化育人”作为内江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特色亮点获教

育部师范类专业联合认证现场考察专家组高度认可，支撑认证工

作取得良好成绩。

强化学术交流。密切关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动态，积极参

加学术交流活动。3月 28日，参加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八届四次理

事会；8 月 3 日，参加《巴蜀历代通志集成》新书首发仪式暨巴

蜀方志学研讨会并作“对《巴蜀历代通志集成》的评价及方志学发

展的思考”主旨发言；12月 15日，参加内江市推动史志事业高质

量发展研讨会并提交参会论文；12 月 16 日，参加四川省历史学

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

服务社会发展。开展公益宣讲。中心主任作为中共内江市委

宣讲团成员、内江“理响甜城”宣讲队队员，9月 27日赴资中县公

平镇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11月 29日受邀

做客具有影响力的四川科普品牌活动——大千讲坛，以《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内江糖业历史文化与旅游业发展》为题作第 126

期公益讲座。服务美乡优城。中心主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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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重要指示精神，接受封面新闻专访，就内江

农村面貌改善如何留住乡愁建言献策，提出建立地方文化保护制

度、实施乡村文脉保护行动、打造乡村文脉传承载体（编纂村史

村志、建设村史馆、家风家训家谱馆）等建议。

强化队伍建设。2023年度引进专职研究人员 1人（韩籍，中

国社科院博士），特聘校外兼职研究人员 2人。2023年底中心有

专职科研人员 2人，校内兼职科研人员 11人，校外兼职科研人员

8 人。通过整合川渝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史

志人才资源，中心已基本建成一支职称、年龄、专业结构合理，

具备成长性的科研创新团队。2023 年度，中心主任荣获“四川省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家库青年专家”、“内江师范学院第

二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成功推荐申报四川省第十五批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1名、申报“四川省教科文卫体系统示范性

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1个。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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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6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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