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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4月 3日

【特别关注】

省地方志办积极组织参加

《中国地方志年鉴（2024）》编纂培训班

3月 27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志办”）采

取“现场会议+网络直播”形式举办《中国地方志年鉴（2024）》编

纂培训班。中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中志办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邱新立主持开班式。现场会议在武

汉大学召开，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李述永，武汉

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出席会议并致辞。四川省地方志办党

组书记、主任陈建春，党组成员赵行、邓瑜，机关各处负责人，

四川年鉴社全体人员在省地方志办会议室集中收看开班式直播。

《中国地方志年鉴（2024）》四川稿件组稿人、撰稿人全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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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培训。

开幕式上，陈文学指出，《中国地方志年鉴》是唯一一部全

面记录中国地方志事业自身发展历史的专业年鉴，要将《中国地

方志年鉴》编纂工作列为全国地方志系统的“一把手”工程。陈文

学强调，要牢牢绷紧质量这根弦，紧紧围绕打造“专业年鉴编纂样

本”目标，把质量意识贯穿年鉴编纂出版全过程。要在组稿、撰稿

过程中坚持全面性、客观性、重点性、特色性，明确工作要求及

工作流程，确保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努力编纂出质量上乘、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地方志年鉴》。

培训班上，湖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广东 6家省级

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稿人代表进行供稿经验交流。中志办年鉴处处

长刘永强就《中国地方志年鉴（2024）组稿方案》作说明，吉林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一级巡视员孟亚男就优质年鉴稿件撰写要

领进行专题讲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主任崔震对《中国地方志年鉴》编辑常见问题及规范进行详细讲

解。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绵阳市多措并举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压实责任，多

措并举推动全市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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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启动早部署早培训，为年鉴编纂打基础。《绵阳年鉴（2023）》

入选四川省首批精品年鉴，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借势狠抓年鉴

编纂工作。一是早启动，提前谋划 2024 年年鉴编纂工作。2023

年 11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 2024年卷编纂篇目。12月底，

印发《关于征求〈绵阳年鉴〉〈中国（绵阳）科技城年鉴〉2024

年卷编写篇目及任务分配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向全

市各参编单位征求意见，收到反馈意见 50 多条，接到咨询电话

40 余次。二是早部署，让参编单位明确编纂任务。2024 年 1 月

22日，印发《绵阳年鉴》《中国（绵阳）科技城年鉴》2024年卷

组稿通知，安排部署相关参编任务和交稿时间，并详细记录相关

情况，作为年终考核依据。三是早培训，从源头上为组稿质量打

基础。2024 年 1 月 25—26 日，集中开展全市年鉴编纂培训和市

县两级年鉴主编、副主编及业务骨干培训，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赵行到会指导，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处长高伟明等专

家莅会授课，共 240 余人参加培训，为提高年鉴编纂水平和出版

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2月底，全市 9个县（市、区）均启动 2024

卷年鉴编纂工作并相继召开培训会。自此，绵阳市 2024年市县两

级年鉴编纂工作全面启动，为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赢得时间。

走出去请进来细指导，为年鉴编纂强根基。绵阳市地方志编

纂中心开门编鉴，为提高年鉴编纂质量争取更多的技术支撑。一

是走出去，到先进市州取经。主动向省地方志办相关领导汇报绵

阳市市县两级年鉴编纂情况。1 月初，分管领导带队到南充、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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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遂宁等地学习地方志先进经验，为绵阳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参考。长期与全国知名年鉴专家保持联系，随时请教年鉴

编纂出版知识。二是请进来，为绵阳市年鉴编纂把脉问诊。邀请

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市县志工作处处长高伟明出

席年鉴编纂培训会，采取以会代训和开展专题讲座的形式指导绵

阳年鉴编纂工作；邀请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地情资料编辑部部

长、《武侯年鉴》副主编徐敬国编纂团队对绵阳市县两级综合年

鉴进行质量和篇目审查，意见反馈后，及时召开审查意见交流会

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在交流中提高编纂认知，在提高认知的前

提下让意见落实更加有效。三是深入基层细指导。坚持市县两级

年鉴质量共发展同提高，年鉴工作分管领导多次率队深入各县

（市、区）督促指导年鉴编纂，鼓励和支持有编纂经验的调研员

和年鉴科负责人到各县（市、区）开展年鉴编纂培训，面对面答

疑解惑，提升县（市、区）年鉴编纂质量。

设专人强团队磨篇章，为年鉴编纂夯质量。一是设专人强团

队，让年鉴编纂有力量。2023年底，成立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主

任为组长、分管副主任为副组长、业务骨干为成员的年鉴工作专

班，并及时谋划《绵阳年鉴（2024）》《中国科技城年鉴（2024）》

编纂篇目设置等前期工作，召开专题会打磨篇章设置等，为全市

年鉴工作会和年鉴编纂培训会做好准备。二是在质量抽查和篇目

审查中磨篇章，确保年鉴编纂质量有实效。2024年 1月，启动县

级年鉴审查工作，成立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任组长、分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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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组长、业务骨干为成员的审查工作组，对 9个县（市、区）

综合年鉴 2023 卷进行篇目复核、质量检查，对 2024 卷进行篇目

审查。3月 21日，召开县（市、区）、园区年鉴审查意见交流会。

针对复查和审查出的问题以及编纂中的疑问，与专家面对面沟通

交流，提升编纂人员在篇目设计、内容编写、语言表述、表格设

计、图片选择等方面认识，夯实年鉴编纂质量。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内江坚持“四个注重”提升史志资政辅治水平

注重目标引领。坚持“史志姓党”鲜明立场，持续打造“甜城史

志资政辅治”品牌，将资政专报文章撰写纳入年度史志目标任务进

行考核，动态调整资政研究专题课题，定期通报资政文章撰写情

况，不断提升资政服务质效。近年来，内江市史志部门撰写上报

资政文章 59篇，其中资政专报 23 篇，党委政府和上级史志部门

领导批示率 100%，主要领导肯定批示率 64%，服务支撑重大事项

决策 20余项。

注重资源整合。建强内江甜文化研究会，充实内江史志人才

专家库，联动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巴

蜀文化研究中心等共同开展甜文化、工商文化、商贸文化、沱灌

文化等特色文化的研究。《关于充分发挥〈内江市东兴区革命老

区发展史〉的价值》有效助推内江师范学院、内江市东兴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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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县发展史收藏馆”开馆，《内江红色遗址传承利用现状及

建议》有力促进范长江纪念馆、云顶古寨等红色资源提档升级。

注重以史为鉴。坚持带着现实问题到史志资料中寻找有价值

的信息，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意见建议，服务现

实需要。资政专报《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省内江市抗击重大疫情

的实践启示》为抗击新冠疫情提供参考借鉴，《关于建设成渝铁

路红色主题公园的建议》《成渝铁路在内江的建设历程、重要贡

献和时代价值》撬动成渝铁路文化公园相关项目资金 1000 余万

元，《内江糖业历史回顾及启示》《“甜城”美食文化品牌发展现

状分析及建议》助推内江荣获“中国甜食之都”称号。

注重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针对实际问题

进行研究，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提供参考。资政专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内江农村扶贫的实践启示》

获“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四川之路”研讨会一等奖，

《进入新世纪以来内江抗击重大疫情的实践启示》梳理的经验启

示写入有关报告文件，《四川省内江市融入成渝发展的实践启示

和未来展望》在第四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论坛”上作交流。

（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自贡、南充召开 2024年地方志工作会议

4月 2日，自贡市召开 2024年全市地方志工作会，总结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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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安排部署 2024 年任务。会议通报表扬 2023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并对县级综合年鉴 2024年卷篇目审

查 2023 年卷质量抽查情况、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3 月工作信

息及地情文章报送情况进行通报，印发《地方志工作重要文件》

工作手册。会议要求，2024年全市地方志系统要转变工作思路，

推动观念迭代更新；要加强质量建设，巩固存史修志主业；要聚

焦文化建设，提升地方志宣传质效，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宣传阵

地；要深化开发利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建设世界恐龙之

乡、中华彩灯之城和中国盐文化传承发展高地；要强化基础建设，

全面提升方志队伍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保障事业行稳致远。

3 月 27 日，南充市召开 2024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结

2023年工作，部署 2024年任务并表彰全市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

副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欧阳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聚焦主业、突出重点，推进地方志事业开创新局面。

把握正确方向、提升修志质量、坚持服务大局、强化宣传兴业、

创新工作方法，努力以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助力南充现代

化建设。要夯实基础、优化保障，筑牢地方志事业发展根基。加

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度、建强方志队伍，立足地方志“存史、

育人、资政”职能，用心用情用力记录好南充现代化的铿锵足迹，

书写好南充高质量发展的逐梦新篇章。

（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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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举办书籍交流暨成都方志馆捐赠活动

3月 31日，成都市地方志办、市地方志学会主办，成都市锦江

区地方志办承办的“龙行龘龘 志启 2024——‘以书会友’书籍交流暨

成都方志（文献）馆捐赠活动”在成都市社区微方志馆——宝墩书房

举办。活动现场完成单位和个人带来的成都历史文化书籍约 57种，

450余册。活动现场还推广“成都方志云”微信小程序以及“成都方志”

微信公众号，受到读者热情欢迎。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宣汉县地方志成果亮相当地两会

3月 23—27日，宣汉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县政协十五届四

次会议举行，《宣汉年鉴（2023）》亮相两会，受到组委会和与会

代表、委员好评。

（宣汉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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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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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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