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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赵行赴德阳调研茶文化和地情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7 月 3 日，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率队赴德阳市

调研茶文化和地情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德阳市什邡市杨村茶为古蜀八大名茶之一，绵竹市赵坡茶是

蜀中三大茶珍品之一，什邡市慧剑寺现存建筑为明清时期重建遗

存，均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赵行一行了解了什邡市茶叶发展的

历史和旧志中对什邡茶叶的记载，绵竹赵坡茶种植历史、开发利

用情况及西路边茶发展历史，深入了解茶树种植、采摘、生产等

具体环节及经济效益情况，实地调研了明清时期的建筑什邡市慧

剑寺保护利用现状。调研组一行对两地特色茶业的发展情况给予

充分肯定，同时对什邡市慧剑寺的保护现状表示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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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行指出，市县两级地方志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省委

十二届五次全会提出的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人民群众中找准定位，展现地方志的价值与地方志部门的作为。

要充分利用德阳茶文化历史悠久，又有地方志书古籍文献记载的

优势条件，主动深入挖掘本土茶历史文化根脉，加强研究阐释，

赋予茶产品更深厚的文化基因；积极撰写资政报告和研究文章，

发挥出独特的茶文化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助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要在大力开发地情资源的同时，积极参与对地方文物的

保护和开发利用，深入挖掘文化价值，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和

生动故事找出来、亮出来，不断彰显历史文化魅力。同时针对当

前的困难问题，加强分析研究，为地方政府保护开发利用重要历

史文化资源建言献策。

调研过程中，省地方志办还向什邡、绵竹地方志部门和相关

茶企赠送了《四川省志·川茶志》《巴蜀史志》“非物质文化遗产”

增刊等史志书籍。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雅安市以优质史志文化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共雅安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召开后，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迅速召开室务会专题传达学习，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对以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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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文化供给服务雅安高质量发展作出工作部署。

抓学习，练好优质供给基本功。一是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全会

精神，深刻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牢固树立史志工作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坚定践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

志”使命任务。二是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系统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以

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知识积淀开展史志“征、编、研、宣、审”

等工作。三是交流互鉴，持续办好“史志大讲堂”，请进来专家学

者，走出去探秘访古，做地方历史的记录者，民俗民风的懂行人，

更好把握历史全貌，总结历史规律，借鉴历史经验。

抓编研，跑出优质供给加速度。一是守住史志著作出版基本

盘，稳步推进第三轮市志、县（区）志编修工作；按照“一年一卷

（本）”的既定目标，年内高质量完成雅安年鉴编纂出版任务。二

是加快推出一批特色史志作品，增厚雅安文化底蕴。年内出版《习

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导雅安工作资料摘编》《雅安名胜概览》《雅

安市情》；加快《雅安扶贫志》《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

纂进度；指导各县（区）谋划出版一批特色史、志、鉴作品。三

是扎实开展资政研究，在保持文章基本数量的同时，注重提升课

题质量，以研讨会获奖、社科课题优质结项、进省市史志专家库

为标杆，切实发挥好资政辅政作用。预计年内可结项国家级社科

课题 1项、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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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宣教，闯出优质供给新路径。一是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条例》和全省党史“七进”现场工作推进会精神为契机，

用好红色纪念场馆、史志阅览室，推进史志进机关、进企事业单

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进网站。二是抓部门协同，深入挖掘整理雅安丰富的红色文化、

熊猫文化、茶文化资源，创新宣教形式，让史志编研成果融入文

创产品、文艺作品，走进网络空间、走进群众文娱生活。三是把

好宣教作品质量关，年内出台重要党史题材作品审核工作实施办

法，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规范涉党史题材作品审读审查，把好

出口质量关，从源头上防止“低级红”“高级黑”，为讲好雅安故事，

传播雅安好声音贡献史志力量。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德阳市发挥“银发”作用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充分发挥离退

休干部作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离退休干部聚

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一是开展史志文化宣讲。发挥离退休干部对地方历史文化了

解深入的优势，在“七一”等重要时间节点，深入街道社区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史志文化宣传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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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积极参与地情文化书籍编纂。发挥离退休干部深耕地方

文化的经验优势，开展德阳三线建设、第三轮县（市、区）志组

织模式和编纂方法等研究，参与《德阳地情概览》编纂，指导县

（市、区）志书编修、乡镇村志编纂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助力宣传三星堆文化。室退休干部组建德阳市老干部艺

术团时装队，自编自导《三星国韵》时装秀表演，通过一幅幅精

美的三星堆面具的展示，呈现古老神秘的三星堆文明。

四是大力弘扬中国书法文化。组织退休老干部发挥书法所长，

在春节前夕为精准扶贫帮扶对象、社区群众、单位职工义务书写

春联，以书法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资阳市树牢精品意识 积极推进著作编纂

今年以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认真贯彻落实省地方志工

作会议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开展“存史、育人、

资政”重点工作，树牢精品意识，奋力推动著作编撰工作。

强化综合年鉴编纂。进一步强化精品意识，认真开展全本《资

阳年鉴（2024）》和简本《鉴证资阳（2023）》编纂，全面留存

年度重要历史印记。年初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

通知，向各地、各部门征集资料，夯实资料征集基础。组织开展

县（区）年鉴 2024卷篇目审查，组建审查组开展集中审查，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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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地方志办开展交叉互查和集中研究，提出审查意见 33

条，促进相互学习提高，全面提升市、县（区）两级年鉴质量。

抓实重点志书编纂。高质量完成省年鉴、省扶贫志、省地理

图志等供稿任务。到发改、民政、农业等市直部门开展史料征集，

组织各县（区）地方志、党史、政协文史、发改等部门召开座谈

会，聚焦 1949年以来各个阶段扶贫工作的大事要事，科学设置篇

目，多措并举积极推进《资阳市扶贫志》编纂。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资阳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资阳市教育志》

编纂工作，记录好重要历史事件。

深挖地方历史资源。创新开展《资阳设地建市口述史》征集

工作，分层次采访在职和退休的厅级、正县级老领导，致力于打

造有深度、有分量、有特色的史料文献成果，生动记录资阳波澜

壮阔的建市历程，目前已形成《离休干部吴承荫同志口述实录》

《资阳设地建市口述史》口述初稿。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旺苍县“三举措”保护利用革命文物资源

自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来，旺苍县地方志编纂中

心紧密结合职能职责，积极收集县域革命文物线索，协助县文管

所等部门研究解决普查中涉及重大事件和人物等史实问题。

实施普查行动。积极开展全县范围内的革命文物摸底普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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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解和记录所有与革命历史相关的文物，建立革命文物清单，

包括文物的名称、地点、年代、历史背景等详细信息，补充完善

革命文物内容，形成革命文物基础数据库。

加强文物保护。针对九龙寨红军战斗遗址、青龙寨红军战斗

遗址、英安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遗址点位存在的保护不力、管理

不善等问题，及时对接文管所及相关乡镇、部门，反馈问题并提

出整改建议。

活化革命教育。常态化开展史志“七进”活动，与学校、社区

合作，组织学生和居民参观革命文物，通过展览、赠送书籍等形

式向公众传播革命历史和精神，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旺苍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梓潼年鉴（2022）》《南部年鉴（2023）》

分获全国“优秀年鉴”“良好年鉴”

6月 1日，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2024年全国

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检查推优活动结果公布。《梓潼年鉴（2022）》

《南部年鉴（2023）》从全国众多省市区、专业年鉴中脱颖而出，

分获“优秀年鉴”“良好年鉴”。

2024年全国年鉴编纂质量检查推优活动，本着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先后完成全国众多年鉴编纂单位的申报、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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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优、领导小组审批、在中国年鉴网上公示等程序，共评选出特

优年鉴 66部、优秀年鉴 132部、良好年鉴 66部。

近年来，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坚持把

精品意识贯穿于年鉴编纂工作始终，高质量完成年鉴编纂工作任

务并取得诸多荣誉，《梓潼年鉴（2021）》获四川省第二十次地

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二等奖，年鉴工作连续 2年被市委党史研究

室（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评定为先进单位。

南部县地方志办公室表示，将再接再厉，开拓创新，以服务

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为目标编纂出经得

起时代和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的

精品年鉴，为“存史资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综合梓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南部县地方志办公室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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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7月 5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