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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的建议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者按：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会

同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调研基础上，

深入分析编纂乡镇（街道）、村志的意义，针对我省乡镇（街道）、

村志现状，提出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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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纂乡镇（街道）、村志的意义

（一）有利于留存历史，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

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

能理解未来中国。”“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华民

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是“一方之全史”，

乡镇（街道）、村志作为地方志诸多种类中的一种，是分门别类

地记述一镇一村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等诸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农村是最基层的组织，乡镇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村镇的

变化是中国社会变化的缩影，是中国发展的直接见证，也是中华

文明在各地绵延传承的生动体现。通过编纂乡镇（街道）、村志，

记载国家体制中基层组织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变迁、生

活模式、文化传统、民风民俗和风景名胜等，对保存和丰富乡镇

（街道）、村的自然和社会史料，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

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彰显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

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农村是我国传

统文明的发源地，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

是历史延绵至今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编纂乡镇（街道）、村

志，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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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打造一地一域的“精神名片”，挖掘其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内

涵，是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品味，体现时代

精神风貌的重要举措。通过宣传弘扬，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

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彰显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助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福建宁德、福建福州、

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就常常身边不离“志”。他说：“要马上了

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

方法就是看志”“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作为地情教

科书，受到各级地方官员重视，不仅是加强个人修养、提升道德

水准、提高执政能力的铺路石，而且是了解熟悉地情民风、教化

育人、弘扬正气的助推器。编纂乡镇（街道）、村志，真实客观

反映乡镇（街道）、村庄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

展演变历程、改革创新成果、资源产业优势、地域文化特色，是

为现实工作服务的有力辅助手段，有助于党政领导作出科学决策。

通过志书编纂，系统梳理和总结乡镇（街道）、村庄发展改革历

程，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留下乡愁、传承乡俗，既能助力文化振

兴，也能为产业振兴提供可供开发的资料，也为做好乡镇行政区

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助力构建新时代城乡基层

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

二、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现状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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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底，省地方志办印发《四川省乡镇（街道）、村

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

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通知》提出，按统筹谋划、分

步实施原则，全省于 2028年底前全覆盖编纂乡镇（街道）志，并

鼓励有条件的村（社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开展村（社区）志

编纂工作。作为民族大省、人口大省、文化大省，近年来也陆续

编纂出版了一些乡镇（街道）、村（社区）志，其中《李庄镇志》

《洛带镇志》《黄龙溪镇志》先后入选中国名镇志工程，但从数

量和质量上来说，与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实现 2028年底前

全覆盖编纂乡镇（街道）志的目标的难度还很高。乡镇（街道）、

村志编纂存在量不多、质不优、推进缓慢等问题，分析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

（一）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缺乏高层次系统规划，部分

地区重视不够

2003年四川出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全国第一

部地方志工作地方法规，开创了地方志工作地方立法的先河。2013

年 11月 28日，四川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6次会议对该《条例》

进行修订，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条例》对省、市、县三

级志书的编纂、出版等情况作了详细规定，但未涉及乡镇（街道）

志书。2021年 3月，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的实施方

案》，提出优化乡镇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加强乡村规划建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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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等 24项重点任务并

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其中提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内容，但

是没有涉及乡镇（街道）、村志修编。2021年，省地方志办印发

《通知》，安排部署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部分地区对

乡镇（街道）、村志编纂重视不够，整体进展缓慢。截至 2022年

底，规划编纂的 2900 余部乡镇（街道）志、1300 余部村志，仅

分别完成编纂出版 330余部、60余部。

（二）乡镇（街道）、村志资料收集、出版难度大，编纂动

力不足

志书编纂时间跨度大，资料收集难度大，特别是乡镇和村级

历史文献资料欠缺，大多需要进村组、走田野、入农户，全方位、

系统地搜集相关资料，需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在资料收集环节。

加之近年来各级新闻出版部门无论是对公开出版还是内部出版，

管控日趋严格，出版审核要求高、难度大，编纂单位编纂动力不

足。从统计数据看，2022年全省规划编纂乡镇（街道）志 430部、

村志 250部，出版乡镇（街道）志 150部、村志 70部，截至年底，

实际出版乡镇（街道）志 91部、村志 40部，出版完成率仅为 60.67%

和 56.34%，且出版的多为本身基础较好的乡镇（街道）、村，其

余大多数乡镇（街道）、村考虑到资料收集和出版问题，推推动

动、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

（三）乡镇（街道）、村志编纂推进困难，人财物保障不充分

201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启动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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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全国多地掀起编修镇村志热潮。以浙江为例，据统计，截

至 2022年，浙江嘉兴镇村志覆盖面已达到 80%，宁波、温州、湖

州、绍兴等市也已接近 50%；浙江村志的编修至 2018年总量已超

过 700部。近年来，江苏、广东等地也陆续掀起编纂乡镇（街道）、

村志热潮，这些地区大多对乡镇（街道）、村志编纂提供了相应

的人、财、物保障。从前期调研情况看，资金筹措难、修志人员

缺乏是镇村志编纂的难中之难，我省仅有自贡、泸州、德阳、乐

山等地部分县（区）将乡镇（街道）志编纂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

算。村志编纂经费则主要依靠当地村委、村民自愿编纂、自行筹

资。乡镇（街道）、村未有专门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员，参与过

志书编纂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的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顶层设计

建议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开展将乡

镇（街道）志编纂纳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的可行性调研，适时组织对《条例》进行修订，将乡镇（街

道）志编纂纳入修订内容，确立乡镇（街道）志编纂的法律地位。

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办公厅（室）制发文件，进一步明确乡镇（街

道）、村志编纂的重要性，将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纳入两项

改革“后半篇”文章，作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

将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出版情况纳入目标考核，以强有力的

措施推进全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确保如期实现 2028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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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省乡镇（街道）志编纂出版的总体目标。

（二）强化协同保障，破解经费难题

建议财政部门统筹考虑，将乡镇（街道）志编纂经费纳入财

政预算，对纳入规划乡镇（街道）志采取定额补贴方式予以支持。

各地在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一纳入八到位”（一纳入：把地

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八

到位：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

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要求的基础上，统筹各方资源，

创新资金保障渠道，着力解决编纂出版经费难题。一是各级政府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将乡镇（街道）志编纂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也可实行以奖代补，对编纂质量高、公开出版发行的，进行奖补。

二是动员本地成功人士和企业家捐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地

涌现一批成功人士，他们大多心系家乡、热心公益，乡镇（街道）

志编纂要积极主动寻求他们的支持，破解资金难题。三是借助社

会力量。可借鉴政府“PPP”模式，引入有实力的文化公司，通过特

许经营的形式，由社会力量出资编纂，出版物由社会力量公开发

行盈利，筹措资金用于解决前期编纂费用，以此来推动编纂。

（三）创新编纂模式，充实修志队伍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纷繁复杂，乡镇（街

道）未有专门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员，各地要因地制宜，借势借

力，采取有效措施，化被动为主动，充实修志队伍，扩大影响力，

切实解决修志人员短缺问题。建议各地建立市、县级史志人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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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库，组织动员专家学者、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乡贤及

知情者、当事人参与编纂。建议与各类学会、历史文化协会等相

关社会团体进行合作，吸纳专业史志人才，搭建一批文字功底深

厚、熟悉历史、了解乡情的写作班子。结合实际，还可与高校、

社会机构进行合作，拓宽编纂思路，寻求多方协助。

（四）加强借势借力，丰富资料收集

建议各编纂单位坚持开门修志的原则，整合部门资源，开展

田野调查，进村组、走田野、入农户，全方位、系统地搜集相关

资料，切实解决资料收集难问题。如充分利用民政系统、文旅系

统开展的地名普查和文旅资源普查资料，组织部门、文化部门编

纂的各地组织史、民间文学集成资料，结合本地乡土人情、地理

风貌、地方特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行梳理，真实准确反映一

方之全史。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省委宣传部，民政厅，财政厅，文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

省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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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日印发

（共印 4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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