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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成都方志馆举办“九·一八”事变

纪念日活动暨成都方志馆藏品捐赠仪式

9月 18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8

周年之际，成都方志馆举行“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活动暨成都方志

馆藏品捐赠仪式。成都方志馆面向社会首次公布了 400余册抗战

专题文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次活动接收珍贵抗战专题文献

资料等捐赠藏品 206 件。在活动现场，捐赠者表示，自觉做成都

历史文化的传播者是每个成都市民的责任，将会持续关注成都地

方志事业发展，感染和鼓励身边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传承传统文

化的队伍中来，记录成都历史，讲好成都故事，传播成都声音。

（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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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积极推进网上村史馆建设

9月 20日，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在德阳市地方志

办公室呈送的网上村史馆建设工作汇报上批示：网上村史馆建设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借助“好德行”充分发挥了史志作用。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借助市委组织部

“好德行”微信小程序平台覆盖全市 816个行政村，服务人数超 59

万人的优势，积极探索建设网上村史馆，实现线上线下村史馆同

步推进，不断扩大史志文化覆盖面、宣传力、影响力，助力乡村

振兴。

科学统筹，分层推进。立足德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充

分调研基础上，制定《德阳市网上村史馆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并联合市委组织部制发《关于印发德阳市网上村史馆建设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网上村史馆将在全市 816 个村分三批

（2023—2025年）建设。第一批将在 9月底前完成建设进行先行

先试；第二批将在 2024年底前完成，以正在开展村志编纂的行政

村，特别是获得省部级以上命名的“传统村落”“美丽休闲乡村”为

重点开展；第三批将在 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实现全市网上村史

馆全覆盖。

突出特色，传承文化。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服

务人民群众、服务乡村发展、突出乡村特色为基本原则，设置历

史沿革、乡村风貌、重大事件、乡贤名人、风土人情、传说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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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家训、村规民约、特色产业等版块，全面反映乡村历史和现

状。深度挖掘乡村特色历史文化，广泛征集反映本村发展的老旧

照片、文字资料、生产生活老物件，全面反映乡村历史变迁和时

代风貌，用独特的文化符号记录乡村发展变化，让网上村史馆成

为乡村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打造德阳乡村文化名片。

强化宣传，激发活力。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新闻媒

体加大宣传力度，助力“好德行”微信小程序推广使用，广泛宣传

网上村史馆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成效和典型经验，

使网上村史馆成为村庄文化传承的“桥梁”，成为对外交流的“窗

口”。加大史志文化进乡村力度，积极组织本地、本村乡贤名人、

文史爱好者结合网上村史馆讲述村庄历史，通过发展变化看乡村

建设成就，让网上村史馆引领乡村精神风貌，激发村民继承和发

扬村庄传统习俗，形成村庄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内江市召开史志宣传信息工作培训会

9月 11日，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召开史志宣传信息工

作培训会，各县（市、区）史志部门分管同志、宣教工作负责同

志参会。会议要求，有力有效推进内江史志宣传信息工作落地落

细落实。一要比学赶超抓落实，近期组织到周边先进市州开展学

习活动。二要内挖外引抓落实，对内挖系统潜力，对外引入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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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加快提升内江史志影响度和传播力。三要固本培元抓落实，

深化实施“史志人才·青年讲堂”计划。四要扬长避短抓落实，业务

上加强供给，宣传上对接需求。五要统筹兼顾抓落实，注重均衡，

量质并重，不断提升宣传信息工作水平。会议还对建设三级阅览

室、开办内江史志大讲堂等作安排部署。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自贡市举办“‘志’贡半月谈”

9月 11日，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举办的“‘志’贡半月谈”正式

开讲。“‘志’贡半月谈”为自贡市地方志办创新推出的常态化方志讲

堂活动，拟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初期由自贡市地方志办干部职工

讲授，待运行成熟之后，将有序发动全市地方志系统参与授课。

自贡市地方志办将以“‘志’贡半月谈”为契机，传承中华文明、展示

史志魅力、宣传地情文化、讲好自贡故事，为自贡市文化事业发

展及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文旅名城提供史志文化支撑。

（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走进阿坝》出版

为集中呈现阿坝州的前世今生，更好献礼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成立 70周年，近日，州、县（市）地方志部门共同参与编写的

《雪原文史》增刊《走进阿坝》正式出版。该期增刊以跟着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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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再走雪山草地等方式，纵观历史唱古今，以史为“镜”记阿坝，

用“说话”的形式更加直观地介绍阿坝州地域、人文历史和地名由

来等，让更多读者“穿越历史”了解阿坝。

（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

广汉市“三强化”推动史志阅览室提质增效

广汉市以建设精品史志阅览室为目标，通过加强阵地建设、

宣传推广、文化挖掘等多种举措，使史志阅览室成为全市文化事

业的重要阵地，将史志阅览室打造成贴近人民群众、乡土气息浓

郁的方志文化新空间。

一是强化阵地建设，筑强史志文化堡垒。省、市、县三级共

建，对史志阅览室布局进行统筹谋划，强化阵地建设。雒城街道

依托市图书馆城区分馆建设，打造地方志书籍专区，配备《巴蜀

史志》《蜀韵纪事》《广汉市志》等书籍 200余册，全馆图书超

3500余册。三水镇充分发挥景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将史志阅

览室选址在友谊村村史馆，一方面将人流引进“史志阅览室”，通

过讲解、书籍、宣传片等形式进行多方位呈现，真正让束之高阁

失去“活力”的史志书籍“重生”于广大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地方；

另一方面以“史志阅览室”为文化载体，丰富景区文化内涵，提升

景区历史底蕴和特色魅力。阅览室成立至今，已收藏史志、地方

志相关书籍 70余册，开展老党员读史书忆发展等读书专题活动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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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亲子共学历史传承文化等活动 10余次，图书借阅 100余人次。

二是强化宣传推广，营造浓厚文化氛围。充分利用史志阅览

室开展史志宣讲、地方文化讲座等各类宣教活动，让读志用志常

态化、亲民化，充分发挥地方志教化育人作用，真正让史志地情

类书籍走出储藏室、走入群众中。结合社区活动，定期开展公益

类读书分享会等活动，积极组织辖区老党员、离退休老干部、史

志爱好者等宣讲志愿者，深入到社区、学校等宣讲史志文化。截

至目前，已开展各类宣讲活动 60余场。

三是强化史料挖掘，厚植史志文化底蕴。立足古蜀文化、三

国文化、保保节民俗文化等丰富资源，深挖独具广汉特色的历史

文化资源。组织专题座谈会，邀请学者、老师、老党员、居民齐

聚一堂，畅谈雒城历史，挖掘传统文化，探寻文化底蕴。目前已

专题梳理，对辖区内 50余处遗迹、遗址、民村民苑进行实地调查、

走访，同时配合上级主管部门，推动相关修缮、开发、保护工作，

使其真正融入城市血脉，提升街道城市文化品位。

（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张玉全对广元市昭化区地方志工作作出批示

9月 14日，广元市昭化区委副书记张玉全在区地方志编纂中

心报送的《第一到第四批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上作出批示：对此项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要肯定，好的做法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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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完成较差的单位，要适时动态调度，

确保有效有序推进。

按照批示要求，区地方志编纂中心组织开展了历时两周的全

区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督查，深入乡镇和区直部门开展实地检

查调研，了解情况，对症施策，进行业务指导。通过检查和督促，

相关单位纷纷表示要采取措施、加快进度，比照先进、群策群力、

攻坚克难，争取尽早推出成果。

（广元市昭化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何奎对巴中市恩阳区地方志工作作出批示

8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巴中市恩阳区史志档案中心以镇（街

道）、村（社区）志编纂为主线，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下沉式调

研，形成《关于推动镇、村志编纂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调研报告。

9月 21日，区委副书记、区长何奎在调研报告上批示：该调研报

告很有价值。建议对一些重点镇、重点村以及《恩阳古镇志》进

行专项编纂，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好地方志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魅力和作用。

区史志档案中心将认真按批示要求，统筹推进镇（街道）志、

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抓好业务指导，把好志书编纂的政治关、

史实关、保密关、质量关；大力开展史志“七进”活动，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多形式全方位宣传史志文化及成果，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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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方式，切实发挥好史志宣教作用。

（巴中市恩阳区史志档案中心）

梓潼县开展“扬文化 护地名”专题讲座

为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高社区居民对地名文化的认识

和保护意识，促进地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近日，梓潼县地方志

编纂中心以《地名：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为题，为翠云社区居

民讲授地名文化知识，让居民深入了解地名的重要性及其背后的

故事，了解梓潼县的地名文化。

梓潼作为文化大县，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地名在梓潼

的地方文化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承载乡愁和保留历史记忆

的巨大文化作用值得高度重视。下一步，梓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将进一步深挖地名文化，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受众范围，为梓潼

县地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梓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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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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