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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68期（总第 563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9月 5日

【特别关注】

省地方志办召开史志书籍编纂工作推进会

为更好履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职责使命，强

化担当作为，8月 31日，省地方志办召开史志书籍编纂工作推进

会，听取近年重点编纂项目推进情况汇报，研究细化推动下步工

作务实举措。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主持会议。

会前，省地方志办认真对照 2018年以来年度工作要点、《四

川省“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以及围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文化强省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等出台的系列重要文件，

细致梳理重点编纂项目清单，督促各责任处就编纂出版任务推进

完成情况逐一开展自查。

会议听取了《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四川抗日战争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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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当代史》《四川简史》《四川羌族通志》《西康通志》等重点

编纂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会议要求，一是落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明确办分管

领导为责任人，相关处为具体联络协调部门，加强与编纂团队、

出版社、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等沟通协调，切实解决好影响项目进

度的各类问题。二是明确工作进度，每半年形成书面汇报材料并

向主任办公会议专题汇报编纂推进情况，实现在拟定时限内完成

出版的工作目标。三是落实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学促干的要求，提高责任感、使命感，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茬接着一茬干，

一棒接着一棒跑，确保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忠实记录治蜀兴川

壮阔历程，传承弘扬巴蜀璀璨文明，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助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贡献方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江红英带队赴遂宁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

部署，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8月 31日至 9月 1日，省地

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江红英率队赴遂宁市及部分县（区），

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形式调研第二轮修志总结和第三轮修

志谋划工作。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市县志工作处相关人员参

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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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红英一行先后深入遂宁市地方志馆、黄峨家风馆、“海龙凯

歌”农旅园区等地，调研志鉴编修与成果转化、方志馆建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家风家教传承、地方志服务乡村振兴、红色文化

挖掘传承等工作；召开遂宁市及其县（区）第二轮修志总结和第

三轮修志谋划工作座谈会，详细了解各地第二轮修志顶层设计、

前期筹备、启动部署、篇目设置、资料搜集、分纂总纂、审查验

收、出版印刷等各环节情况，总结提炼相关经验做法，并就做好

第三轮修志谋划工作进行研讨和指导，提出合理化工作意见和建议。

江红英充分肯定遂宁市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认

为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遂宁市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经费保

障到位，组织协调充分，编纂队伍有力，志鉴成果质量总体较好，

为第三轮修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对遂宁市在推动文物古迹保护、

方志馆建设打造、农旅资源开发利用及资政辅治等方面的实干担

当和良好成效，江红英予以赞赏，强调地方志部门要积极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用好历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文

化基因、助力乡村振兴方面作出方志贡献。

就扎实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江红英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充分认识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是《地

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必须提高政

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担负起“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

的光荣使命。二要提前谋划部署，做好顶层设计。总结好第二轮

修志经验教训，科学谋划推进第三轮修志工作，夯实“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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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体制，

确保各编纂环节衔接好、配合好。三要强化业务培训，锻造修志

铁军。进一步挖掘和培养人才，建好、用好方志专家库，多层次、

全覆盖开展业务培训，着力打造一支热爱地方志工作、熟悉当地

发展情况、编纂能力水平较高的高素质修志队伍。四要提升质量

意识，打造精品志鉴。坚持以《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

志工作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等法规规章为准绳，切实把好修志编

鉴各环节各关口，努力打造一批堪存堪鉴的优质精品志鉴，为第

三轮修志提供完备的质量规范体系和充实的资料信息来源。

调研期间，江红英分别与遂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文强，遂

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徐勇，遂宁市安居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何龙就地方志工作进行沟通交流。遂宁市及其各县（区）地方志

工作机构负责人等参加调研座谈。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市开展全市综合年鉴质量评价工作

为提升全市综合年鉴整体质量，近期，成都市地方志办结合

区（市）县年鉴 2022年卷质量抽查，组织开展覆盖市、县、镇三

级综合年鉴的质量评价。

创新评价机制。今年以来，成都市地方志办学习借鉴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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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等年鉴先进地区经验，结合实际，制发《成都市综合年鉴质

量评价办法（试行）》，采取百分制、以分数划等次进行评价。

同时，按中指办关于年鉴质量相关规定和全国、四川省精品年鉴

最新要求，将评价标准细化为 9大项 26小项，采取倒扣分的方式，

提高评价的可操作性。

坚持问题导向。一是将全省统一部署的质量抽查，拓展为覆

盖市、县、镇三级涵盖 27部综合年鉴的质量检查，突出全面性。

二是建立年鉴评价专家库，面向全国、全省邀请有丰富评审经验

的专家入库，突出权威性。三是重点就近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

量抽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易错问题，按评分细则逐项打分，并

给每部受评年鉴出具质检报告，突出针对性。

突出以评促改。此次质量评价对象为 2022年卷，包括 1部市

级综合年鉴、23部县级综合年鉴、3部街道年鉴。受评年鉴中，

获评特等年鉴 2部、一等年鉴 6部、二等年鉴 11部、三等年鉴 3

部。总体看，成都区（市）县地方志机构落实省地方志办关于提

升综合年鉴质量要求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整体质量较往年有明显

提升，91%的区（市）县综合年鉴达到三等以上等次。但是对标

精品年鉴的标准和要求，仍存在不小差距。就持续推进年鉴质量

提升提出，逐个建档建卡，将每部年鉴的主要扣分项目作为下一

年度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检查的重点；建立全市综合年鉴质量

态势总表，归纳存在的共性问题，召开专家讲评会，邀请评审专

家对受评年鉴逐一点评，对全市年鉴编纂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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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市综合年鉴质量通报和问题销号制度，年鉴质量和问题销号

情况作为年度区（市）县表扬评价的重要依据。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德阳市全面启动大事月记工作

为及时、准确、全面记载德阳改革发展中的大事要事，更好

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德阳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德

阳历史大事整理相关事宜，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指示，要求按月开

展全市大事的收集、梳理与编印。

8月 22日，德阳市委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事记报送工

作的通知》，全面启动全市大事月记工作，并以四项措施保障工

作高质高效推进。一是强化组织保障。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

大事记工作，确定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工作人员，加强史实的审

核把关，并归口理顺金融单位、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

大事记报送关系，确保应报尽报。二是明确编报标准。梳理大事

记报送工作情况，细化形成 19条大事编写报送及收录规定，为各

地各部门开展大事记编写报送提供遵循。三是严格编写规范。吸

收转化“精品年鉴品读季”成果，整理制作大事记编写规范，要求

言简意赅，杜绝空话、套话，严禁将信息、新闻等稿件进行拼凑

报送，进一步提升大事记收录质量。四是强化督查考核。将大事

记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范围，要求月底完成收集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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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上旬完成筛选和编印，逐月进行督查检查。以督查考核为抓

手，全面构建起市委主导、市委办和市地方志办承办、全市各级

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康厚林对内江市东兴区资政专报作出批示

8月 30日，内江市东兴区委书记康厚林在内江市东兴区委史

志研究室《资政专报》第 3期上批示：“建议很好！请兰武、卫波、

可为、胡浩同志阅，组织相关部门及地方志研究室研究，认真吸

收运用。”

东兴区委史志研究室呈报的《资政专报》第 3期以“电影《走

走停停》在内江取景对东兴区城市更新发展的启示”为题，分析了

影视取景地效益及东兴区城区不同发展时期的代表性点位，并将

区委、区政府当前中心工作之一的城市更新行动与保护利用东兴

区现有文化资源相结合，提出具体措施：一是城市更新过程中要

适当保留历史风貌；二是新城建设要打造城市特色；三是深挖文

化资源、擦亮文化品牌。

（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中江县强化大事记报送工作

8月 28日，中江县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大事记报送工作

的通知》，明确大事记编写报送要求规范，强化大事记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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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检查，建立健全大事记编报长效机制。

（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

三台县积极推进“小小讲解员”社会实践活动

近年来，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三台县地方志办公室）积极

推进“小小讲解员”社会实践活动。联合县博物馆发布招募公告，

吸收中小学生集中在寒暑假、周末进行“小小讲解员”专题培训，

顺利通过考核后获得结业证书。“小小讲解员”已在县红色交通站、

革命历史展览馆、县博物馆、非遗馆参与讲解志愿服务 30余次。

下一步，三台县将把握青少年特点，以史志编研成果普及文化、

文物知识，培养青少年的历史自豪感和爱国情怀，让更多青少年

在讲解中成为弘扬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的小使者。

（三台县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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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印发

（共印 3份）


	成都市开展全市综合年鉴质量评价工作
	德阳市全面启动大事月记工作
	中江县强化大事记报送工作
	三台县积极推进“小小讲解员”社会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