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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7月 25日

【特别关注】

陈建春率队赴广元出席

《广元历代方志集成》发布会并调研地方志工作

7月 21—23日，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率队赴广

元调研指导广元市“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落实，扶贫志、

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推进，史志文化宣传弘扬等

工作。

调研期间，陈建春出席了《广元文库》首期成果《广元历代

方志集成》发布会并致辞，先后前往广元史志馆、广元市城市展

示中心方志馆、广元市昭化区天雄村村史馆、历史文化名城昭化

镇、广元市干部正确政绩观教育基地——翠云廊、大蜀道廉洁文

化基地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历史文化保护、地方特色文化宣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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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乡镇志、村志编纂，方志馆、村史馆建设等工作，并听取广

元市地方志工作情况汇报。

陈建春对广元市及各县（区）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指出，广元市及各县（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严格

按“一纳入、八到位”要求，把地方志工作纳入中心工作统筹部署、

纳入目标绩效管理，在机构、编制、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有力保障了地方志工作扎实开展；市、县（区）地方志系统勇担“为

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时代使命，坚持质量首位、树牢服

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三个服务”工作

理念，抓实志鉴编纂、活化宣传弘扬、强化资政辅治，工作取得

实在成效。

陈建春对下一步广元市地方志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来广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刚

刚胜利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主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不断推

动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扎实推进扶贫志、镇村志编

纂，围绕古蜀道、翠云廊、剑门关等旅游资源编纂有关特色志鉴，

服务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三是充分发挥史志部门资源优势、

人才优势、平台优势，常态推进史志“七进”，加大地情资源挖掘

整理及开发利用力度，加强蜀道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红

色文化传承弘扬，切实当好历史文化守护者、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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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挖掘者；四是坚持对党和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三个负责”理念，始终将质量摆在首要

位置，努力打造堪存堪鉴的精品志鉴。

调研期间，陈建春分别与广元市委书记何树平，市委副书记、

市长董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浩，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

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伏玉琼，市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罗星原，市政协副主席、昭化区委书记刘自强，昭化

区委副书记张玉全，剑阁县委副书记、县长范为民，剑阁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何为等，就充分发挥地方志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等工作作了深入交流。

省地方志办综合处、市县志工作处负责同志，广元市委党史

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杜中贵、剑阁县党史和地

方志事务中心主任张忠仁、昭化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副主任刁欢随

同调研。

（省地方志办、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赵行率队出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

甜文化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并调研内江地方志工作

7月 21—23日，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率队到内

江市调研地方志资政辅治、历史文化开发利用、镇村志编纂等工作。

调研期间，赵行出席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甜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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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与发展研讨会并致辞，先后前往资中县文庙、武庙、罗泉古镇，

隆昌市北关石牌坊、石碾镇渔箭社区隆昌市供销合作社展览馆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江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内江市二幼廖

释惑纪念馆，市中区甜源蔗乡及东兴区魏明伦碑文馆实地调研。

赵行对内江市及各县（区、市）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她指出，内江市、县两级地方志部门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不动摇，积极推动内江市委交办

的甜文化研究，在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红色文化，支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优秀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主动作为，

成效显著；着力抓好志鉴编纂质量提升，积极推进《内江扶贫志》，

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内江年鉴（2024）》

创建四川省精品年鉴工作；推动校地合作，发挥甜文化研究会和

巴蜀方志文化交流中心的平台作用，依托内江师范学院、西南大

学等开展旧志整理、甜文化研究合作，成绩可喜。

赵行强调，推动内江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一要提高政

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找准新时代地方志工作的着力方向，进一步激发内江地方优

秀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为建设现代化内江贡献力量；二是要进

一步挖掘内江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人等蕴涵的时

代价值，加强与甜味+、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助力

打造具有内江特色的文化品牌；三是要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志鉴编

纂，按时完成扶贫志、综合年鉴、部门大事记和年鉴简本编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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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推动《罗泉镇志》申报中国名镇志工程，谋划推动《内江甜

文化志》的编纂。

调研期间，赵行与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永，内江市政协

副主席黄俊伟交流了地方志工作有关情况。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

研究室主任申福建，资中县委副书记胡敏，资中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杨军，资中县、隆昌市、内江市市中区地方志部门负责人

及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政策法规宣传处有关人员参加调研。

（省地方志办）

《巴蜀史志》入选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BIBF）“2024中国精品期刊展”推荐期刊

近日，经中国期刊协会评审，《巴蜀史志》入选第三十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2024中国精品期刊展”推荐期刊。《巴

蜀史志》此次报送并入选的是 2023年第 4期“三苏文化”专刊。这

是《巴蜀史志》继“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专刊入选第 27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2020 中国精品期刊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刊入选第 28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BIBF）“2021 中国精品期刊展”、“四川历史名人”专刊入选“首

届‘方正电子’杯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优秀版式设计、“聚焦三星

堆”专刊入选“第二届‘方正电子’杯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优秀版式

设计后，又一次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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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

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

和传承三苏文脉，讲好三苏故事，传播三苏文化，2023年，四川

省地方志办会同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眉山三苏祠博物

馆联合策划编辑《巴蜀史志》“三苏文化”专刊。本期专刊立足现

有史料文献和研究成果，以“魂、轴、鉴、图”的清晰结构，“为官、

为人、为文、影响”的逻辑顺序，聚焦“民本仁政、家风家教、文

学艺术、传承发展”四大主题，刊发文章 28 篇、图片近 200 幅，

312页，版面字数 45余万字，全景式呈现三苏文化样貌，向全世

界勾勒出一幅鲜活易记的三苏形象，生动演绎三苏文化的内涵和

价值。本期专刊的编辑出版，对赓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三苏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专刊发行后，省地方志办向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社会科学、

新闻出版、社会保障、法律组参会委员，向省四大班子领导、省

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省内外有关高校图书馆、省内部分报刊社、

全国省级和重庆市所属 38个区（县）地方志部门、全省公共图书

馆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史志研究机构，向眉山三苏

祠博物馆、甘眉工业园区、眉山市第一小学、眉山市东坡区党史

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知行·悦读坊湿地公园人文书店等赠阅

1000余册，并与三苏祠博物馆合作，向参观者销售《巴蜀史志》

“三苏文化”专刊受到游客欢迎与好评。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

中心向出席眉山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和眉山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 7—

的代表、委员赠阅近 800册，向眉山本土的岷江东湖饭店、东坡

国际大酒店等酒店赠阅 150余册，助力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东坡

文化，深受社会各界好评。眉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黄河对

《巴蜀史志》“三苏专刊”作肯定批示。

2018年以来，为充分运用《巴蜀史志》期刊平台大力宣传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好四川

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省地方志办积极探

索《巴蜀史志》期刊转型发展新路，努力将刊物打造成知名历史

文化类期刊，邀请 3名巴蜀文化专家为期刊顾问，部分重点专刊

特刊邀请业内专家参与编审，确保期刊专业性和权威性。始终坚

持用匠心打造精品，在调整丰富常刊栏目设置、大幅增加常刊页

码的同时，高度重视专题策划，针对重要历史节点，围绕重要时

事热点，紧扣重要指示精神，先后策划编辑出版“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纪念大熊猫科学发现 15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脱贫攻坚”“四川历史名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聚焦三星堆”“四渡赤水”“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苏文化”“第

二轮修志”等 10余本专刊特刊，由于主题好、内容厚重、图文并

茂、制作精美，均受到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广泛喜爱和赞誉。《巴

蜀史志》先后在 2018年全国地方史志期刊研讨会暨中国地方志学

会史志期刊分会、第十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2020年全国地方

史志期刊编纂培训暨理论研讨会、四川省期刊协会 2021年年会上

作有关办刊经验的交流发言。“四渡赤水”专刊获 2023年度四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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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优秀策划”奖。2024年 1月，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全

国地方志史志期刊质量评估报告》，《巴蜀史志》获得通报表扬，

走出了一条新时代史志刊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为全面回顾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四川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讴歌 75年来四川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可喜成就，凝聚团结

奋斗的强大正能量，激励巴蜀儿女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

章作出新的贡献，省地方志办将在 9月推出《巴蜀史志》“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专刊。同时，今年又是党中央作出三

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 60周年，为深入推进三线建设史研究，讲好

国史故事，弘扬三线精神，省地方志办目前正联合省三线建设研

究会、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攀枝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攀枝

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强力推进《巴蜀史志》“三线建设”专刊

编辑出版工作。

（省地方志办）

《巴蜀史志》在四川期刊高质量发展暨

《四川典型期刊办刊经验与实践》写作交流会上

作办刊经验交流发言

7月 23—24日，四川省期刊协会在都江堰召开四川期刊高质

量发展暨《四川典型期刊办刊经验与实践》写作交流会。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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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协会会长、四川廉政瞭望杂志社总编辑胡桂林出席会议并作

交流发言。四川省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凌之主持会议，《四川

典型期刊办刊经验与实践》编委及典型期刊单位负责人 40余人参

加会议。《巴蜀史志》应邀参会并以《接续弘扬巴蜀文化 全面转

型服务发展——〈巴蜀史志〉转型发展历程与展望》为题，作《巴

蜀史志》办刊经验交流发言。这是《巴蜀史志》继 2021年在四川

省期刊协会 2021年年会上作交流发言后，再次在四川省期刊协会

主办的大会上作办刊经验交流发言。

《巴蜀史志》编辑部主任刘艳平从高站位明方向，切实增强

服务能力；强质量促提升，打造精品史志期刊；多方式广传播，

持续提升社会影响；强合作谋发展，凝聚磅礴发展力量；以匠心

铸品质，社会各界高度肯定 5个方面，介绍了《巴蜀史志》转型

发展历程和经验做法，受到与会代表好评。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在期刊工作中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新时代史志期刊转型发展新路

径，不断提高政治性、文化性、学术性、可读性，增强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作为挖掘和弘扬巴蜀文化的宣传阵地、作

为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平台窗口作用，赢得广大读者和社

会各界一致好评。

《巴蜀史志》紧跟党政决策、紧扣时政热点、紧贴百姓生活，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办刊中的指导地位，始终确保期刊正确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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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高质量服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着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

巴蜀文化、民族文化，持续有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能力。牢牢强化质量责任，树立质量意识，

在策划设计、内容质量、图文制作上狠下功夫，严格把关，不断

提升刊物质量，打造精品期刊。持续加大期刊赠阅范围，发挥期

刊资政育人作用。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发挥自有平台和主流媒体平台作用，社会影

响力不断提高。在工作中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找准《巴蜀史志》

服务中心大局切入点，加强与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专家的合

作，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外出交流学习，开阔视野，补

齐短板，提升能力，凝聚刊物发展力量，有效推进期刊高质量发展。

《巴蜀史志》围绕中心、牢记嘱托、聚焦热点编辑出版的多

期专刊特刊，由于主题鲜明、内容厚重、图文并茂、制作上乘、

可读性强，深受社会各界喜爱，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大大提升，

并获得多项荣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专刊入选“2020

中国精品期刊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增刊入选“2021

中国精品期刊展”，“四川历史名人”专刊入选“首届‘方正电子’杯中

国期刊设计艺术周”活动推荐期刊，先后在第 27届、第 28届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展出。“聚焦三星堆”专刊入选“第二届

‘方正电子’杯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活动推荐期刊，为全国史志期

刊仅入选的两家之一（另一家为《江苏地方志》）。“三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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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入选第 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2024BIBF精品期

刊展”推荐期刊。“四渡赤水”专刊获 2023年度四川期刊“优秀策划”

奖。2024年 1月，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全国地方志史志

期刊质量评估报告》，《巴蜀史志》获通报表扬。

为系统总结四川头部期刊在编辑、管理和出版等方面的经验

做法，为四川及全国其他省份期刊的运营、发展、创新提供经验

和思路，四川省期刊协会从全省 358种期刊中选取 47种优秀期刊

的办刊经验，拟出版《四川典型期刊办刊经验与实践》，将该书

打造为展示四川期刊发展成果的一张名片。会上，四川省期刊协

会秘书长田江介绍了《四川典型期刊办刊经验与实践》稿件撰写

及出版总体方案，与会人员就该书的栏目设置、文字风格、稿件

撰写等进行了讨论。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泸州市开展地方特色文化挖掘利用工作

今年以来，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采取措施开展泸州地方特色文化挖掘利用工作。

一是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从志鉴书籍、古籍、特色文献资料、

网络资源中，收集和挖掘泸州的自然、人文、经济、社会等方面

资料。目前，已收集地方特色文化资料近百种，并对相关资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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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注。

二是编写特色文化书籍。围绕中心大局、立足主责主业精准

发力，重点聚焦泸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泸州高质量发展，

编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途经泸州镇村图览》《天府粮仓•泸州

土特产》《龙文化图志》等特色文化书籍，展现泸州独特魅力。

三是宣传地方特色文化。充分挖掘泸州历史文化资源，向“神

秘蜀韵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精品传播大赛推送地情短视频 8部，

拍摄“龙文化”专题短视频。在“泸州史志”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网站等媒体矩阵开设地方特色文化专栏，展播《红色泸州》《泸

州历史一分钟》和泸州非遗等专题片、短视频、动漫，宣介“诗词

里的泸州”等新时代解读，持续扩大泸州知名度和影响力。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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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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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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