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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2022年度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获得广泛好评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始终坚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充分发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

作用，大力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巴蜀文化，

不断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助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贡献了方志智慧和力量，得

到社会各界认可，受到广泛好评。

2022 年，省地方志办主动适应新媒体发展潮流，因应时势

之变，继续拓宽网络宣传格局，在“方志四川”原有媒体基础上，

新增扩展“方志四川”百家号和网易号，构建起“两微十一号一网

一台一刊一店一馆”的新媒体矩阵。“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聚合

“微信及时推送、网站聚合汇总、七号及时分享”平台优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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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发布、多层次传播”，形成“矩阵共振、内容互联”的集群

效应，覆盖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方

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关注用户数达 38.67 万（与 2021 年比，增加

25.07 万人），累计阅读量 6.86 亿次（与 2021 年比，增加 3.49

亿人次）。在 2022年每月进行的澎湃政务指数榜评选中，“方志

四川”澎湃号持续进入“四川榜”“文化榜”前十位行列。

2022年，“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紧跟时事热点、针对舆论焦

点、结合群众关注点，继续坚持每天（含周末和节假日）编辑发

布 8篇微信文章，宣传历史文化，弘扬主旋律，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全年，“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发布文章 2900余篇，

其中，阅读量 50万以上的文章 56篇（阅读量 50—100万 19篇，

100—500 万 27 篇，500—1000 万 5 篇，1000—1500 万 4 篇，

1500万以上 1篇）。“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多篇文章，

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媒体转载。

在新媒体运营中，“方志四川”始终注重用户体验，不断增强

内容的知识性、可读性、有用性；始终注重把握共情心理，高度

重视用户留言评论，及时通过点赞、评论回应用户关切，让用户

通过互动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也得到越

来越多网友的关心关注、肯定支持，网友在“方志四川”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文章后留言，对好文佳作进行中肯点评，对史实数字进

行考订辨析，对传统文化、巴蜀文化表达赞美和敬意，对“方志

四川”微信公众号和省地方志办编纂的书籍如《巴蜀史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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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达喜爱和期许。

2023年，“方志四川”新媒体将乘势而上、奋楫前行，以笔耕

不辍、以文会友的初心，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情感、有温度、

有品质的精品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四川篇章作出地方志部门的应有贡献。

（省地方志办）

川渝两地开展地方志工作交流

2 月 20 日，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视员殷智率队到四

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开展工作调研。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

主任江红英、赵行出席调研座谈会。

会议围绕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进一步增进川渝两省市地

方志交流合作展开研讨，重点就川渝两省市全面小康志、扶贫志

（以下简称“两志”）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以

下简称《双城年鉴》）编纂工作进行交流讨论。

会议指出，编纂“两志”是党中央交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是一项书写历史的浩大文化工程，也是川渝两省市地方志系统今

后工作部署的重中之重。双方务必充分认识“两志”编纂工程的

重大意义，做到科学谋划、强抓落实，并在推进过程中加强信息

沟通、资源共享、互学互鉴，力争编纂出信今传后、堪存堪鉴的

精品“两志”，全面、系统、真实记录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两地党委带领人民进行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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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伟大成就。

会议强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川渝两省市

地方志办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战略，

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局中充分发挥

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用。要凝聚共识、精诚合作，继

续高质量推进《双城年鉴》编纂工作，客观记录川渝各地各部门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的举措和成绩，留下丰富

的资政辅治官方资料。

会议还对《双城年鉴》2021 年卷、2022 年卷编纂实践进行

总结和研究，就优化年鉴编纂工作机制、加强资料收集编辑、充

实年鉴大事记内容、增强年鉴出版时效性等进行充分探讨，并针

对《双城年鉴》2023 年卷编纂大纲进行深入交流研讨，提出修

改完善意见，达成强化合作机制、优化编纂流程、提升年鉴质量

等共识。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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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送：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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