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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7月 25日

【市州动态】

省、市领导批示肯定“乐山—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18 军进军西藏出发地”专题研究成果

《巴蜀史志》2023年第 2期（总第 246期）“史料之窗”栏目

刊发《“乐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进军西藏出发地”专题

研究》，7 月 2 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强对该篇文章作

出肯定性批示。

7 月 11 日，乐山市委书记马波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罗

强副主任在〈巴蜀史志〉（2023 年第 2 期）上的批示》上批

示：感谢罗强副主任对乐山的关心！请赖俊、郭捷同志牵头，认

真落实罗强副主任批示要求，迅速召集相关单位研究推动，切实

把 18 军在乐红色资源充分保护好、挖掘好、宣传好，讲好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精神。7 月 12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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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牵头，按照罗强副主任和马波

书记批示要求，积极会同相关单位，加强对上联系，抓紧研究部

署，扎实推动保护开发 18军在乐红色资源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甘孜州启动《甘孜山水志》编纂工作

7月 20日，甘孜州委书记沈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

《甘孜山水志》（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丛书—甘孜卷）编纂工作。

会议指出，山水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山水的灵魂。甘孜州

地处横断山脉核心地带、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群峰耸立、江河纵

横、湖泊遍地，山水文化是甘孜州的宝贵财富，编纂《甘孜山水

志》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山水文化是甘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资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

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要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文化观，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汇聚各方力量，组织编纂

好《甘孜山水志》。

会议要求，要组建专班机构，明确责任分工，由州委宣传部

总牵头，文化旅游、地方志办公室、党史研究室、档案馆等部门

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迅速启动编纂工作。

要明确工作重点，集中精力高质量编纂《甘孜山水志》，同时有

序做好《贡嘎山志》《日松贡布志》《雅砻江志》等分志的编纂

准备。要优化志书体例，突出资料性、体现时代性、展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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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把甘孜山水文化与全州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

化等有机统一，开展整体性研究，进行系统性阐述。要加快工作

进度，抓紧进行大纲编制、田野调查、资料搜集、文字整理等工

作，力争明年底前出版发行，尽快填补甘孜州山水文化史志空

白，更好发挥“存史、育人、资政”作用，不断提升甘孜文化软实

力和影响力，助力打造圣洁甘孜品牌，助力甘孜经济社会发展。

（甘孜州地方志办）

德阳四向发力让史志宣讲“声”入人心

近年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聚焦“存史、育人、资政”职

责，组织开展史志宣讲，取得良好效果。

组建小分队，打造宣教品牌。选择热爱史志事业的 26 名同

志组成 7 个宣讲小分队，截至 2023 年 6 月，小分队深入市委办

公室、市消防支队、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广汉图书馆、黄继光纪

念馆等开展史志宣讲 6000 余场次（黄继光纪念馆超 5000 场

次），受众超百万人次（黄继光纪念馆超 70万人次）。

提升宣讲能力，练好过硬内功。通过“会前一课”创新学讲结

合机制，班子成员带头讲，科级及以下干部轮流讲，开展内部宣

讲小课堂 50 次，形成人人都是宣讲员的良好氛围。开展集体备

课，不断提高宣讲质量。小分队开展集中备课 20 次，互提宣讲

意见建议 200余条。

注重本地特色，丰富宣讲内容。做好本地特色资源挖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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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出版的《德阳味道·餐饮篇》《德阳古诗遗文》《德阳红色

故事选》《德阳史志》等史志书籍中，提炼丰富宣讲素材。把开

展史志文化研究作为促进史志宣讲的抓手，重点开展“聚焦三星

堆、共悟文明源”“中江沼气制取推广”“三线建设与城市发展”等

重大地方史志文化研究，并开展相关宣讲。以德阳红色资源为宣

讲主题，以“宣讲员+故事会”模式举办红色故事宣讲大会。

线上线下结合，广泛密集发声。利用短信、微信公众号持续

推送德阳地情故事；联合市融媒体中心所属“台、网、微、端”各

平台开设史志宣讲栏目；与《德阳日报》社联合推送德阳英雄人

物、事件 32 期；与市文广旅局联合开展“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短

视频大赛，以市、区（市、县）地方历史为切口，创作生产一批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时代感的短视频作品，弘扬彰显德阳

优秀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开展“诵读红色经

典 传递信仰力量”活动，将全市史志宣传阵地作为宣讲场所，实

现宣讲活动和阵地建设紧密结合。

（德阳市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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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直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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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7月 25日印发

（共印 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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