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57期（总第 552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7月 31日

【特别关注】

《川茶志》音频节目上线播出

为加强巴蜀文化宣传弘扬，2023 年 7 月 5 日，四川省地方

志办会同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揭秘千年茶史 寻味蜀韵茶

香——川茶志》音频节目在“方志四川”喜马拉雅官方电台上线播出。

《揭秘千年茶史 寻味蜀韵茶香——川茶志》音频节目共 30

集，内容来源于《四川省志·川茶志》，是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

公室委托并授权，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故事频率 FM88.2 专业团

队，针对川茶历史、制作工艺、饮茶习俗等主题，经《四川省

志·川茶志》编委会副主任、编辑部副主编审核，通过对川茶专

家的探寻、采访，并进行故事性的表达，精心制作推出的。

《四川省志·川茶志》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原

文化厅牵头承编，方志出版社于 2020 年 12月出版。该志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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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志（1986—2005）》特色分卷之一，系统介绍了四川茶叶初

制、精制、再加工、深加工等独特的茶叶加工技术和茶叶产品，

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是研究四川茶产业和茶文化建

设的重要参考书，对进一步推动川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次音频改编，取材于该志记述的川茶起源、川茶历史、川茶加工

制作、川茶文化等内容。

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办在抓好编修的同时，致力于地方志

资源开发利用。音频方面，先后制作推出根据《四川省志·川菜

志》《四川省志·川酒志》改编的音频节目《舌尖上的四川》，

根据《四川省志·方言志》改编的音频节目《志说四川方言——

四川方言的来龙去脉》，根据《四川省志·大熊猫志》改编的音

频节目《滚滚驾到 150 年还不来听我卖个萌》，根据《四川省

志 ·川剧志》改编的音频节目《川剧的前世今生》，还推出了

《“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征文作品展播》《“百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作品展播》《“温暖的回响——脱贫攻坚四川故事

汇”征文作品展播》《四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事记展播》《献礼

70 周年——四川城市解放传奇》等系列音频 870 余集。截至 7

月 25 日，“方志四川”音频节目在喜马拉雅电台播放量 372.3 万

次，“方志四川”电台粉丝数 11875名。

下一步，四川省地方志办围绕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

人、资政”社会功用，将不断强化服务意识、质量意识、品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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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流量意识，继续加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建强用好“方志

四川”新媒体矩阵，还将制作相关音频节目，强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巴蜀文化传播弘扬，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为服务新时代新征程四川现代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贡献四川史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广元市做好“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工作

近年来，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立

足地域特色、放大区位优势、深挖文化内核、整合史志资源，强

力推进以川陕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廊、

嘉陵江流域（广元段）史志文化走廊为主题的“一中心两走廊”建

设，积极探索推动广元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强化规划引领，制定“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线路图”。盘

活主城区利州区境内红色遗址、文物古迹等资源，深入推进广元

史志馆建设，打造史志阅览室、史志“七进”示范点等，建设川陕

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围绕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和

康养度假胜地，以剑门蜀道为主轴线，建设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

廊；以嘉陵江流域为主线，活化利用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内涵，

串联整合各县（区）段史志文化遗存和遗迹资源，建设嘉陵江流

域（广元段）史志文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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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优势资源，精攻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关键点”。充分利用现

有历史遗址、史志“七进”示范点等 900余处点位，推动全市各类史

志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凝心聚魂作用。借势借智借力推

进新精品点位建设，整合利用撤乡并镇、强村并组后闲置资产建设

村史馆；统筹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乡村书吧等资源，建设史志阅

览室；深挖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打造史志“七进”示范点。截至目

前，“一中心两走廊”文化建设线路上共建成村（社区、厂、院、

校）史馆 30个，史志阅览室 80个，史志“七进”示范点 120个。

激活倍乘效应，紧贴中心大局拓展影响“覆盖面”。履行史志

部门主责主业，撰写高质量资政文章 36篇，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

参考。大力推动“一中心两走廊”建设与乡村振兴、旅游融合发展，

精选出保护现状良好、人文内涵深厚的点位，作为参观旅游、学习

教育基地。先后建成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个、革命类博物馆

（纪念馆）10个，开发教学研相结合的旅游线路 11条。以民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设计开发纪念章、纪念品近 100个门类。精心组织

文旅实践活动 800余场次。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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