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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学会文件
川志学〔2021〕6号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

研究课题执行情况报告》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学会（协会），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全省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推动地方志理论创

新和学科体系建设，加强和完善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管理，现将

《四川省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执行情况报告》印发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分析研判，切实抓好地方志理论研究工作。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2021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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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执行情况报告

为进一步总结、提炼、探索地方志工作经验，引导全省地方

志部门围绕新时代方志理论前沿问题、工作实践难点问题、事业

发展关键问题深入开展调研活动，为全省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四川省地方志学会组织

开展了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课题研究工作，下达课题 36个。各

课题研究单位紧密结合实际，全面总结实践经验，主动拓展研究

领域，深入探索发展路径，形成一批理论研究成果。

一、基本情况

2018年 3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印发《关于申报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的通知》（川志发

〔2018〕12号），要求全省各级地方志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紧密围绕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努力提升方志理论研究水平，并提供 22个

参考选题。

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部门和部分省直单位积极

参与，共申报课题 46个；经审核并报经省地方志办 2018年第 5

次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于 2018年 6月 28日以川志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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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号文下达课题 36个，其中调研报告 6篇、论文 30篇。这些课

题围绕依法治志、地方志服务中心大局的实现路径、历史文化和

地情资源开发利用、方志馆建设、地方志信息化、方志人才队伍

建设、志鉴编纂等开展研究，并取得较好研究成果。截至 2021年

8月，完成 30个课题结题（其中，2018年结题 3个，2019年结

题 6个，2020年结题 21个），共拨付课题补助经费 7.6264万元；

2021年待结题 5个（撰写中），因机构人员变动放弃研究 1个。

二、主要特点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下达后，各课题研究单位明确

目标定位、完善工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集中优势力量、拓宽

研究渠道，切实做好组织实施和科学管理，有效提高地方志理论

研究质量，呈现以下特点。

（一）涵盖面广，前瞻性强

从研究内容上看，涉及依法治志工作研究，地方志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实现路径研究，历史文化、地情开发利用研究，方志馆

建设及地方志信息化研究，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研究等领域；从学

术视野上看，大致可分为地方志工作制度研究、实践或实证研究

以及方法论层面的工作技术、工作方法研究等；从研究方式上看，

有系统性课题研究、跟踪性课题研究、应势性课题研究、一般课

题与重点课题研究等。这些课题涵盖领域广、内容设计全，具有

较强前瞻性和创新性；各课题研究单位解放思想、深入调研、认

真总结、大胆探索，研究成果取得较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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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位准确，科学性强

方志理论研究不是单一纯粹的学习、研究、探讨，而是与方

志事业的实践发展紧密联系。因此，四川省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

研究课题立足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紧

密围绕地方志实践中最急迫、最关键、最核心和最关切的现实问

题，提出地方志服务中心工作研究、地方文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作用研究、地方志质量与志鉴精品文化工程研究等 22个选

题。各课题研究单位充分结合工作实际，明确研究定位、突出研

究重点、选定课题内容、认真组织实施，使设定课题的管理目标

和采取的管理方式符合地方志工作职能特点，符合社会科学研究

的一般方法和客观规律，课题研究工作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

（三）制度完善，规范性强

各课题研究单位不断总结课题研究工作经验，制定和完善了

一系列课题研究管理制度，包括立项审批、课题管理、经费管理、

调研活动、鉴定评估、激励表彰和成果利用等，从严规范课题研

究工作，充分调动课题研究人员积极性，确保课题研究和课题管

理进入良性循环机制。如成都市实行课题经费末端投放，减少财

政风险和项目过程纠纷；绵阳市对课题研究进行归属调整，在课

题申报时对全市报送课题进行审核、归类，将研究内容相近和相

似课题进行调整归并，集中市县两级研究力量共同完成，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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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课题研究单打独斗、内容重复、资源浪费、质量不高等情况，

确保推荐课题选题和研究成果质量；泸州市建立完善课题研究工

作规程，进一步明确课题负责人职责，健全课题经费管理制度，

并对所有立项课题的选题内容、时间进度和成果规模等作出明确

规定，将涉及课题研究的各项细节都纳入规范化管理。

（四）形式多样，创新性强

各课题研究单位在推进课题研究工作中，充分认识到新形势、

新任务对方志理论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与地方志人、财、物等资

源力量之间的现实矛盾，通过深化和丰富课题研究内容与形式、

规范和统筹课题研究程序与力量，实现资源整合，推动信息共享，

发挥各方优势。一是重视课题的系统化管理，制定中长期调研计

划，对重点课题进行跟踪调研，常抓不懈，力求不断有新突破；

二是加强与党委、政府研究部门的联系，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

究层次，实现资源和成果共享；三是采取市（州）、县（市、区）

联动方式开展联合研究，集中攻关课题；四是不设申报门槛，整

合研究资源，动员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课题研究，加强对珍稀史

志资源和地情资料的挖掘性、开发性研究；五是不断加强“两库”

建设，利用“课题库”广泛收储课题项目信息，发挥“专家库”

资源优势引荐相关项目与人才，确保课题研究工作持续高质量开

展。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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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18年度地方志理论课题研究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

但受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影响，还存在各课题研究单位对方志理

论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不平衡，有些课题久拖不结，出现

呆账、死账等遗留问题；全省课题研究整合度不高，相互交流沟

通、集体攻关、成果共享的平台不多，研究合力尚未形成；课题

管理基础薄弱，缺乏科学管理理念，管理体制不尽完善；课题研

究力量配置不足，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及原

因，为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理论课题研究工作、提升课题研究管理

水平、确保课题研究成果质量，将从以下方面有重点、有步骤、

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一）科学确定研究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实际，围绕地方

志事业法治化高质量转型升级中最关键、最核心和最紧要的问题

展开研究。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好地对地方志工作进行系统研究

和深入阐发。要坚持改革创新原则，突出研究工作的前瞻性和创

造性，突破认识局限和思维定势，提出能解决问题、增强实效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要对基础性、全局性和综合性问题进行深入调

研，分析总结出对地方志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具有一定深度和力

度的研究成果。

（二）认真制订实施方案。 要对课题研究工作进行认真调查

研究，制订切实可行、有操作性的课题研究方案，明确研究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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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合、时间进度、工作流程、质量要求、经费保障、管理制

度等。要调动各方力量合力推进，大胆探索多层次、跨部门、引

外力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的新方式、新路径。

（三）严格落实检查督促。按《四川省地方志理论研究课题

管理办法》要求，严格执行分级管理制度和年度检查制度，对课

题进度、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等加强管理。严格过程监督，对课

题推进中的变更、撤销及违规情况及时处置并通报，避免出现呆

账、死账等遗留问题。

（四）及时完成鉴定验收。严格按成果鉴定暨结题流程，对

申请结题的课题成果及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符合期刊出版质

量要求的，分期分批在期刊上公开发表，完成结题工作。要科学

评估课题研究质量，对鉴定为合格及以上等级的课题，分层次核

算并拨付课题补助经费；对鉴定为不合格的课题返回修改，修改

后仍不能达到合格要求的，按撤销课题处理。要完善课题结题资

料，做好台账记录，严格规范档案保存工作。

（五）做好课题成果转化。强化课题成果转化意识，多途径

推进课题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其工作效益和社会效益。鼓励课题

成果向决策咨询转化，为决策部门和决策者提供借鉴参考；向社

会服务转化，为社会各界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向理论研讨

转化，推荐有较大参考价值、重要学术意义或现实指导意义的优

秀课题参加国家或省级学术交流；向工作指导转化，为新时代地

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方法和探索启示。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秘书处 2021年 12月 15日印发

（共印2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