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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3月 28日

【特别关注】

省地方志办副主任江红英

率队到省民族宗教委调研地方志工作

3月 27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地方志办）

党组成员、副主任江红英率队到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以

下简称省民族宗教委），了解第二轮《四川省志·宗教志》修改情

况，听取省民族宗教委对第三轮《四川省志》组织模式、规划编

制等意见。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飞主持座谈会。省

民族宗教委办公室、省民族研究所和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相关

人员参加调研座谈。

江红英对省民族宗教委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地方志工作，主

动谋划、提前部署第三轮《四川省志》民族志、宗教志编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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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她指出，编修《四川省志》是省委、省政府赋予省地方志

办的重要任务，也是留存四川历史、服务四川发展的重要工作，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目前，《四川省志·宗教志（1986—2005）》

已进入出版关键节点，作为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省地方志工作

的职能部门，省地方志办将会同省民族宗教委和出版印刷单位，

积极做好志稿修改完善、出版审查、印刷制作等推进工作，力争

《四川省志·宗教志（1986—2005）》早日出版面世，圆满完成第

二轮修志任务。她表示，第三轮《四川省志》编修即将启动，省

地方志办正广泛开展调研交流、意见征求工作，省民族宗教委提

出的相关建议为省地方志办科学编制第三轮《四川省志》编纂方

案提供了新思路、好点子；省地方志办将综合其他部门（单位）

意见，认真研究、多方论证，抓紧做好方案编制，为启动第三轮

《四川省志》编修打好规划基础。她对省民族宗教委 2021—2023

年连续 3年拨付专项经费筹划第三轮修志工作表示赞赏，建议及

时启动篇目编制、资料收集、人员培训等工作，为顺利推进第三

轮《四川省志》民族志、宗教志编修夯实基础。

马飞表示，省民族宗教委对《四川省志·宗教志（1986—2005）》

编纂出版工作高度重视，针对机构改革、人员更替等因素造成该

志启动较晚实际，采取保障经费、落实人员、抢抓进度、严控质

量等措施，取得阶段性成果，并按时交付出版。目前，根据 202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的“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

要求，针对此次修改范围较大、把控难度较高等困难，省民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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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委认真组织业务处室研讨修改、广泛征求相关宗教专业人士意

见、明确班子成员全部参与审查定稿，以确保修改稿“坚持我国宗

教中国化方向”、彰显正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力争尽快返回高质

量修改稿。他建议，在第三轮《四川省志》规划时，延续前两轮

做法，将民族和宗教内容分开规划、单设分卷，以更好展示新时

代全省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新特点、新成就；压实各承编单位

责任，明确经费预算渠道，灵活出版社选择，以解决编纂、审查、

出版等各流程中力量牵扯、影响效率问题，切实提高编纂出版质

效。

座谈会后，省地方志办向省民族宗教委赠送《九寨沟图志》，

《巴蜀史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三苏文化”专刊，《蜀韵

纪事》第三辑、第四辑等方志成果；省民族宗教委向省地方志办

赠送《中华民族论丛》第 1辑及其主管主办的《民族》期刊。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乐山市委领导对全市史志工作作出批示

3月 20日，乐山市委书记马波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第

37期）》“乐山市多措并举推进地方志各项工作”上批示：请春雷

同志阅，进一步加强全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细化安排推动今年

要重点办好的几件事。3月 21日，乐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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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批示：请道鸿同志认真落实马波书记批示要求，突出重点、

做出特色，推动全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再创佳绩。

(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绵阳积极开展史志宣传工作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聚焦主责主业，多措并举、多点发力

推进史志宣传工作，为加快建设中国科技城、全力打造成渝副中

心贡献史志力量。

创新史志宣传传播手段。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发挥新媒体的

宣传功能，持续营造宣传绵阳地方历史的社会氛围。运用“绵阳党

史地方志网站”、“史志绵阳”微信公众号、科技城先锋“绵阳党史”

栏目等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绵阳地方历史，年均刊载各类文章信

息近千条（篇）、各类文章 200 余篇、播放地方历史宣传教育纪

录片 10余部。同时通过绵阳电视台、绵阳日报社等媒体，积极宣

传绵阳地方历史，讲好绵阳历史故事。各县（市、区）通过本地

媒体平台，积极宣传本地地方志工作。涪城区“红色微宣讲+红色

观影”相关视频在涪城手机台、科技城先锋公众号等媒体平台推广

地方历史文化；安州区利用“史志安州”微信公众号、今日安州 APP

发布安州史志故事，推送史志宣教电子书；梓潼县利用《梓潼论

坛》、梓潼发布 APP、“史志梓潼”微信公众号推动地方文化历史“飞

入寻常百姓家”；北川县在“大爱北川”微信平台推出“北川红色印

记”系列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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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史志宣传受众群体。绵阳嫘祖文化、大禹文化、三国蜀

汉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绚丽多姿，拥有全国唯一的羌族自

治县和“人类活化石”白马藏族，羌历新年、文昌庙会、雎水踩桥

等民俗文化活动长盛不衰。绵阳坚持“三个服务”，从丰富的方志

资料、多彩的地情资源中，深入挖掘历史典故、人文故事、民俗

风情等历史史料，不断拓展史志宣传受众群体。市地方志编纂中

心编纂出版《绵阳建置》《绵阳名产》《绵阳故事》等系列绵阳

地情丛书，与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联合主办绵阳市童心向党教育实

践活动暨绵阳市青少儿“我爱我家乡”演讲比赛，建设史志阅览室

28个、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管 2个。各县（市、区）深入挖掘地

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宣传地方历史文化。梓潼县重点编研

地情丛书《七曲神韵》；北川羌族自治县编纂《北川记忆》，再

现北川各族儿女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辉

煌发展历程；平武县开展“寻访张秀熟”革命事迹活动，全面收集

整理平武籍革命先辈张秀熟生前事迹资料，编印成视频、音频和

图文资料进行学习宣传；江油市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

现》栏目组做好《探秘江油老君山》拍摄工作；三台县配合做好

《地理·中国》栏目组《巴蜀江城三台篇》拍摄工作，配合四川省

广播电视台做好《地名天府 文化寻根》知识竞赛和主题晚会筹备

直播，在县图书馆设立方志阅读专柜，共建“三台县地方文献特色

数据库”；游仙区管好用好史志阅览室，筹划读者沙龙，“共读一

本书”等系列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站点、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站点、流动图书馆等，建立史志专栏 1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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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史志宣传资源共享。坚持开门开放，构建“大史志”宣传

工作格局。先后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校、西南科技大学、绵

阳师范学院、绵阳市委党校、绵阳市档案馆、四川九洲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外国语学校、

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等单位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完善合作机制，

创新合作方式，扩大合作领域，构建“大史志”宣传工作格局。重

点推进市地方志信息化项目建设，完成 695 部各类史志文献资料

的数字化处理入库，“一库两平台”项目建设基本完成。2023年组

织向四川大学等高校、市直各机关等单位赠送各类图书 8500 余

册，全年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查阅资料 120余人次。与市委宣传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文旅局完成《绵阳市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条

例》《绵阳市空间区域规划方案》《绵阳市地名总体规划

（2023-2035）》《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保护工作方案》《绵阳市

市级烈士纪念设施申报考评细则》《绵阳市县级以上烈士纪念保

护设施相关情况》、绵阳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审核工作，参

加“绵阳名人馆”项目筹备、建设方案研讨、审定入馆人物简介工

作和西山公园更名论证、重建旧子云亭拟名建议等工作。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南充市方志馆成为城市名片

2022 年 3 月 23 日，南充市方志馆正式开馆运行。两年来，

南充市方志馆展教并重、以志育人，致力建设南充地情资源宝库、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612455&idx=1&sn=2bddc6a134456cdbd5a1f784d2388606&chksm=83c599ccb4b210da0370e5f37b5f765dbba35679565b1154845efc589cc291d1ec2e5fddfc82&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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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溯源文化祠堂、教化育人研学高地，成为南充的文化地标、

城市名片，共接待各类团队 300余个，市民游客近 3万余人次。

打造地情资源宝库。两年来，南充市方志馆采取征集、募捐、

购买、交换等方式丰富馆藏。从川渝地区留存最早的《蓬州志》，

到不同时期的《保宁府志》《顺庆府志》，当代编纂的《南充市

志》《川北区志》，辅以各县（市、区）历朝历代志鉴，全面、

客观地记录了南充 5000多年的人类生息，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

目前，馆内藏有南充境内旧志古籍（点校、印影版）50余册，年

鉴地情书近 30000册，家谱族谱 70册，图片资料 50000余张，视

频资料 200件，数字资料 1000余件。同步建设资源数字化、传递

网络化、利用共享化的数字方志馆，构建南充市地情网站和“方志

南充”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展示市情资源中心。南充市方志馆按“横排门类，综述史实”

的要求，布展设计特色地情展示区。通过艺术的构思、科技的手

段，立体、生动、多维展示古今南充自然地理、建置沿革、文学

艺术、民俗风物、英雄儿女、文物古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打造最全面、最快速、最直观了解南充市情的最佳场馆。两年来，

南充市方志馆坚持常态化开放，用最暖心的服务、最优质的讲解、

最贴切的体验，接待游客 3万余人次、各类团队 300余个，已成

为普及市情知识、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城市精神的重要窗口。

开拓教化育人基地。南充市方志馆坚持用方志文化讲述南充

故事、弘扬地方文化、涵养家国情怀，建设社会科学、党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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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示范、社会实践等教育基地，创建“志载南充·志在家国”方志

大讲坛、“品方志南充·做有志少年”研学游品牌，“学党史·固初心”

主题党建活动，打造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研的育人基地。

两年来，建设南充市方志馆分馆 5个，与南充市社科联、党史办、

西华师范大学、南充文旅学院等单位共建教育基地 10 个，与 10

余所中小学互动宣教 30余场（次），与南充市委党校、张思德干

部学院、高层次人才中心联合开展地情课堂 13次，100余个党支

部到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建设文化融汇高地。南充市方志馆携手市直机关工委、西华

师大蜀道研究院、京剧协会、汉服协会、叁草读书会，有效融合

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和特色文化，开展广覆盖、多层次的文化活

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两年来，举行 “书习语·红旗漫卷”书画展、

开展“寻找古籍里的蜀道”专题展、筹划“京剧会友”“汉服出行日”

传统文化活动、举办“同在一座城·共读一本书”读书分享会等各类

特色文化交流活动 10余次，共有 8000多人次参与其中。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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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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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8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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