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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

【市州动态】

成都市召开全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推进会

12月 27日，成都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推进会在成都石室中

学召开，部署全市教育系统大规模修志编鉴工作。成都市地方志

办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欣，成都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敬仕

勇出席会议并讲话。成都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刘江主持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

2023年 11月 1日省地方志办联合教育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

好教育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解读 12月 22日成都市地方志办和

成都市教育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成都教育志鉴编纂工

作的通知》。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度重视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732732&idx=2&sn=411786d5741b8d9580187e31b76e193b&chksm=83c64397b4b1ca81871dfd8b775d17400e1f4d9f549153c652faba6ad0d9fa07ca775d6e284e&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732732&idx=2&sn=411786d5741b8d9580187e31b76e193b&chksm=83c64397b4b1ca81871dfd8b775d17400e1f4d9f549153c652faba6ad0d9fa07ca775d6e284e&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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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编修校志，编纂年鉴，

修建校史馆是广大师生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增强文化自信的基

础性工程，对探索教育发展规律，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地方志办和教育厅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教育强省、文化强省系列决策部署，对全省

教育志鉴编纂进行系统谋划。成都市委办公厅、成都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全市地方志工作的意见》

和成都市地方志办印发的《成都市地方志事业第十四个五年发展

规划》，均对编修部门志和行业志作出安排。全市教育行政部门

和地方志工作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工作和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做好教育志鉴编纂的重大

意义，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禀赋和职能优势，建立常态化沟通交

流机制和专业化编纂协作机制，努力探索合乎时代要求、顺应发

展规律、具有成都特色的教育志鉴编纂模式。

会议强调，加强组织领导是做好志鉴工作的根本保障。要坚

持党对教育志鉴编纂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推

进教育志鉴编纂工作中的关键和核心作用。成都市委教育工委、

成都市教育局成立成都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

导任组长，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全面领导全市教育志鉴

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办公室，负责全市教育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g5ODg0MA==&mid=2247505943&idx=1&sn=626299220c574d594a37442c4c5fae48&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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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鉴编纂工作的统筹规划与推进实施、考核评优。各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教育志鉴编辑工作领导小组，确定领导班子

成员分管教育志鉴工作，落实专人负责编纂，建立和完善编纂工

作保障机制。成都市地方志办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加强对

市级教育志鉴工作的交流和业务指导，强化对各区（市）县地方

志工作部门参与本地教育志鉴工作的督导和考核。

会议指出，完善工作机制是做好志鉴工作的有力保障。要解

决好人员和经费保障以及评价考核等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将教育志鉴编纂列入专项计划、列支项目经费。市地方志办会同

市教育局组织召开教育志鉴编纂工作推进会，系统总结全市教育

志鉴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组织开展教育志鉴评优工作，推动

高质量教育志鉴成果纳入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地方志优秀

成果奖评审。

会议强调，建强编纂队伍是做好志鉴工作的重要保障。要大

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和爱岗敬业、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的价值追求，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

强、专兼职和老中青相结合的教育志鉴编纂队伍。要抓紧建设编

纂人员、审稿人员、专家团队三支队伍。落实好主编负责制，切

实发挥主编在志鉴编纂队伍中的核心作用。

会议指出，强化业务培训是做好志鉴工作的有力保障。要组

织编纂人员学习《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

室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四川省地方志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IwMjYzOQ==&mid=2247487501&idx=2&sn=e53fded2a6e18e6d3ec6dc5eaba4630f&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450663&idx=1&sn=517a90cb1bc0dda49504516982ad1b4b&chksm=83c211ccb4b598da86a2d88c6db29100dda026db7b036b821eedd0acaa686bca3888e8541220&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450663&idx=1&sn=517a90cb1bc0dda49504516982ad1b4b&chksm=83c211ccb4b598da86a2d88c6db29100dda026db7b036b821eedd0acaa686bca3888e8541220&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531514&idx=3&sn=7b4f302695a8b858131ea16ef99cf29a&chksm=83c35d91b4b4d487eb7cb5c1ec5ff9e9d9c6eaa09b9683865b61d03b40e1078f214e724cf2f3&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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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办公室关于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意见》等规定，牢固

树立质量意识，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出版关。

市地方志办将会同市教育局抓紧制定教育志鉴编纂人员培训计

划，分专题安排培训。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资料收集整理，

提高编纂效能。

市地方志办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市教育局机关各处室志鉴编

纂负责同志，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志鉴编纂分管负责

同志、志鉴科室负责同志，各区（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分管负

责同志，市属高校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志鉴编纂具体负责同志，

市直属（直管）学校（单位）志鉴编纂工作分管负责同志、志鉴

编纂具体负责同志，成都市实验小学、列五中学等具有百年以上

建校史的学校代表参加会议。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泸州广元广安积极推进扶贫志编纂工作

泸州市积极推进《泸州扶贫志》编纂工作。认识到位，强化

工作部署。市地方志办多次与市乡村振兴局对接，研商工作模式、

编纂方案、经费保障等。6月，两部门联合印发《泸州扶贫志编

纂工作方案》，对全市扶贫志编纂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明确目标

任务，厘清思路步骤。争取重视，落实编纂经费。市地方志办多

次向市政府分管领导汇报，主动对接财政部门，顺利落实项目经

费，为编纂工作开展提供了财政保障。组建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531514&idx=3&sn=7b4f302695a8b858131ea16ef99cf29a&chksm=83c35d91b4b4d487eb7cb5c1ec5ff9e9d9c6eaa09b9683865b61d03b40e1078f214e724cf2f3&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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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扶贫志编纂委员会，市地方志办主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任

主任，市地方志办、市乡村振兴局分管领导任副主任，相关成员

单位分管负责人任成员。编委会下设编纂办公室，负责资料征集

整理、编纂出版等工作。打好基础，精心编制纲目。在学习借鉴

《甘肃省扶贫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志》纲目基础上，

结合实际编制《泸州扶贫志》纲目，力争科学全面、特色鲜明，

为志书编纂搭好框架、打好基础。

12月 18日，广元市召开《广元扶贫志》编纂启动会议。广

元市委常委、秘书长、《广元扶贫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龙兆学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广元扶贫志》

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杨光辉主持会议。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

公室主任、《广元扶贫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蔺开满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扶贫志编纂推进会议、全省扶贫志编纂动员会

议精神，安排部署《广元扶贫志》编纂工作。会议强调，要明确

编纂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将扶贫志编纂作

为重大工作予以推进。要切实提升编纂质量，高标准严要求把好

政治关、资料关、史实关、体例关，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全面、

客观、真实反映广元扶贫和脱贫攻坚历史，讲好广元扶贫故事。

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要素保障，恪守“史志姓党”的政治属性，

遵循“官书、官责、官修”工作属性，把握“全面、客观、真实”工

作要求，坚持“本职、专职、兼职”结合的编纂组织形式。要本着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高质量推进扶贫志编纂，让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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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志成为真实展现党领导广元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伟大实践、伟

大变化、伟大精神和记录广元发展史的精品良志。

12月 18日，广安市召开《广安扶贫志》编纂工作方案研讨

会，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亚军主持会议，市

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同

志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扶贫

志编纂工程的安排部署，有序推进扶贫志编纂，确保按质按量完

成编纂任务。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记录好、传播好决胜脱贫攻坚的广安故事、广安经验。二要

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责任分工，

凝聚编纂合力。三要严格按编纂时间和工作步骤，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把质量放在首位，努力编纂出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精

品良志。

（综合泸州市、广元市、广安市信息）

内江市积极做好史志宣传教育

为提升内江史志传播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史志教化育人作

用，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着力在做好遗址普查、资政服务、

史志“七进”上下功夫，力促史志宣传教育取得新成效。

挖掘红色资源。务实推进《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

及实施办法落地见效，开展红色遗址普查 505处，形成《四川省

红色遗址普查成果汇编（内江卷）》（收录 116处），入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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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红色遗址名录（第一批）》9处。编写《成渝铁路在内江》

史志专刊 10万字，精心留存成渝铁路影像资料。录制《红色记忆

中共资中党组织诞生地—李家花园》等短视频 8部，其中《在朝

鲜的日子——记隆昌籍抗美援朝老兵》在“学习强国”APP、中国

网·中国四川、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隆昌电视台

等多个官方平台展播，点击量达 166万余次。

深化史志“七进”。深入企业、学校、农村等基层一线举办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专题宣讲 20场，举

办“为打造中国甜食之都贡献力量”等史志讲堂 5场，举办“奋进新

时代 青春正当时”青年讲堂 5场，受众 2400余人。推荐罗世文烈

士史料陈列馆参加“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基地”评选，打造命

名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廖释惑烈士史料陈列馆等 5个“内江市中共

党史学习教育基地”；与内江师范学院、内江一中联动创建内江市

史志“七进”示范点，与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共建内江党史

方志馆分馆。依托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创

建省市县三级史志阅览室 3个，创建市县两级史志阅览室 22个，

赠送史志书籍 2000余本。

加强研究和资政。撰写资政文章 13篇，其中《关于打响“中

国甜食之都”品牌的建议》《关于深化机关文化建设 推动机关党

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内江糖业历史回顾及启示》获市委书记

邹自景肯定性批示，糖业博物馆建设已纳入规划。在中国甜食之

都研讨会上发出内江甜文化研究倡议，成功创建内江市甜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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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周敦颐的清廉之思》《隆昌气矿往事》《成渝铁路见证

内江贡献与变迁》等 16篇理论成果类文章在《学习时报》《巴蜀

史志》、方志四川、《内江日报》等报刊及新媒体发表。召开推

动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形成《史志工作者担当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刍议》等优秀论文 14篇。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成都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2）》出版

近日，《成都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2）》出版，共

收录市直 89个部门（单位）的大事记，45万字。2020年以来，

成都市地方志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启动《成都市

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纂工作，目前已连续编纂出版 3部，

正逐步成为客观、全面、系统记录部门（单位）年度奋斗轨迹、

见证成都发展成就的一张新名片。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南充市地情网专栏正式上线

12月 28日，依托南充市人民政府官网搭建的专栏——“南充

市地情网”成功上线，标志着南充市地方志开启对外宣传新窗口，

形成了地情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多维发展的新

媒体矩阵。“南充市地情网”除更新工作动态外，还包含南充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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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南充、数字方志、志鉴研究等一系列栏目。此专栏的建立不

仅充分利用南充市地方志资源，借助“互联网+地方志”模式推动地

方志事业发展，还能更好传播南充历史、书写南充记忆、讲好南

充故事。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成都市青白江区教育系统积极开展志书编修

2020年前，成都市青白江区编纂 1部《青白江教育志》和 8

部学校志。2020年 2月，青白江区启动《青白江教育志（1994—

2020）》编修，并推动和指导各学校志书编（续）修工作。截至

目前，《青白江教育志（1994—2020）》已完成初稿，预计 2024

年可成书出版。全区 32所学校中，已出版学校（园）志 20部。

健全机制，提供组织保障。一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由

区政府分管区领导为总负责人，对本轮教育系统修志工作进行全

面统筹协调，区教育局组织实施，局机关各科室和直属事业单位

以及各学校负责具体承编任务，区地方志办负责全程业务指导，

形成志书编纂部门与地方志业务主管部门紧密配合模式，确保编

纂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制定方案分解任务。制定编修实施方案，

明确任务分配清单和编修进度表，将区教育局机关各科室和直属

事业单位以及各学校承担的编纂任务进行分解，并逐项落实分级

负责制、主管负责制、主编（主笔）负责制，做到责任与任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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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人，保证修志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三是组建修志工作

队伍。第一时间成立教育志和各学校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并同

步建立相应的教育志和学校志编辑部，落实固定办公场地，明确

主编或主笔，抽调文字功底好、敬业精神强、业务素质高的人员

充实修志队伍力量，其中仅教育系统参与者就达 150余人，形成

“众手成志”的良好氛围。

深化学习，提升修志水平。一是组织业务培训。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方式，先后组织业务学习培训 10余次，受训人员 200余

人次，重点从制订篇目框架、收集整理资料、志稿撰写及审校等

方面加强培训，并邀请专家围绕青白江区教育志及各校志编修实

施方案、整体框架及编写条目等进行系统解读。二是开展工作交

流。坚持地方志部门与教育部门及各学校通力合作工作模式，建

立工作交流群，组织志书编修专业人员，从编纂机构搭建、篇目

架构设置、入志资料收集、记述文字规范等方面给予全程指导，

坚持常态化面对面答疑，为提升志书编纂质量提供有力支撑。三

是配发学习资料。先后整理教育志、学校志编修参考书 10余部，

购置先进地区相关教育志学校志 20余部，免费发放供参编人员学

习参考。同时，通过工作交流群共享学习资料、交流编纂经验，

先后编发 1.2万余字的学习材料，制作志书编修相关 PPT学习课

件 30余个，助力提高参编人员编纂水平。

加强督导，推动任务落实。一是明确考核要求，实行月度考

核。建立日常考核机制，每月初布置教育志和学校志月度考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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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将资料收集整理、篇目设计、框架搭建、内容填充、编修进

度等量化为评价指标，按月实行考核考评、督导问责，并开展过

程性指导，确保及时响应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往实做、进度往

前赶，有效保障编纂进度。二是及时编发简报，助推工作开展。

由专人及时将各阶段开展的特色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及经验做法

等进行梳理归纳，经相关领导审核后，以《教育志简报》的形式

及时宣传报道，多方位、多视角展现编修动态、考核动态、存在

问题等，起到宣传典型、激励争先作用，助推修志工作有力有序

开展。三是定期召开会议，评估进展情况。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编

修工作推进会，通报上月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安排本月重点工

作。对进展快、质量高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及时推广优秀经验，

褒扬先进，鞭策后进。同时，在推进会现场展示各学校已完成编

印的志书，形成比学赶超、共创佳绩的良好氛围。

严格把关，确保志书质量。一是严把资料收集关。对资料稿

源严格把关，开展大量走访调查，先后走访离退休老干部、老教

师 80余人次，实地考证 30余处，全面查阅历年资料档案，把收

集到的资料，按志书篇目要求分类、编号、整理、鉴别和筛选，

对同一类内容有不同说法的，分门别类做好摘录、剪贴并注明出

处，以备考证核实。二是严把入编内容关。对入编内容严格把关，

采取边修志边考证的方法，对存在问题进行会诊，针对篇目设置、

内容编写、口述史采集和史料甄别等内容，召开座谈会 20余次，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对重要篇目，实行专人定向指导，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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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专家进行二次研讨、审定，确保志书高质量编纂。三是严

把审核关。撰稿人员在编纂过程中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保密关、

体例关、文字关；主编（主笔）从篇目设置到内容选取、篇目撰

写和审核校对全程参与，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承编单位对全书

内容进行审核把关；地方志办负责从专业角度给予指导。通过各

环节层层把关、各负其责，有效保障志书质量。

（成都市青白江区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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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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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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