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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9月 25日

志载盛世守初心 鉴往知来续华章

——地方志忠实记载四川 75年的发展历程与光辉成就

编者按：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75年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四川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开拓进

取、奋力拼搏，绘就了从百业凋敝到百废俱兴的恢宏画卷，创造了从

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朝着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人间奇迹。这一切，

都在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的地方志中得到充分反映

和完整再现。四川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发源地，75年来，四川地方志

事业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政”职能，直接参与、见证、记载、讴

歌了全省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创造的辉煌成就。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之际，省地方志办特梳理回顾四川地方志文献中四川

人民 75年矢志前行的拼搏与骄傲，察往知来、以史鉴今，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新的方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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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

伟大的事件，也是 20 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75 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中国建设事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

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四川，正是这一宏伟历程的生动缩影和鲜活范例。75年来，

巴蜀大地岁月峥嵘、沧桑巨变，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人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一路，擘画蓝图、薪火连

绵；这一路，筚路蓝缕、初心如磐；这一路，众志成城、攻坚克

难；这一路，百折不回、勇为人先……所有的砥砺奋进、春华秋

实，都在厚重的方志成果中一一得到清晰呈现，四川地方志为伟

大征程、伟大时代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宝贵记忆和精神财富。

一、忠实记录经济社会的历史跨越

据四川志鉴载：1949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 43.5 亿元（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产值 70

多元；其中农业产值占 83.2%，工业产值只占 16.8%。1952年四

川地区生产总值（GDP）为 24.6亿元，1973年达 103.9亿元，1991

年达 1016.3亿元，2007年达 10562.1亿元，跨上百亿、千亿、万

亿台阶分别历时 21 年、18 年、16 年。此后，2011 年全省 GDP

突破 2 万亿，2015 年突破 3 万亿，2018 年突破 4 万亿，2021 年

突破 5万亿。2023年，突破 6万亿，达 60132.9亿元，人均 GDP

增加到 71835 元；全省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0.1∶35.4∶54.5。

1953—2023年，四川 GDP年均增长 8.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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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圈GDP为6.6万亿元，2021年突破7万亿元，2023年达81986.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5.4%。

执笔著信史，志里写春秋。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完整记

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巴蜀大地的恢宏实践，四川科学构建以

地方志书、综合年鉴为主，地情书刊为辅的方志成果体系，全过

程、全覆盖书写 75年四川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至 2020年，

四川先后完成两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编修。第一轮完成省志 63卷

79 册、市（州）志 9 种 77 册、县（市、区）志 168 种，数量居

全国之首，结束了自清嘉庆以来 184年间四川无完整编纂出版省

志的历史，更填补部分民族地区建置以来志书编纂之空白。第二

轮续修省级志书 1部 92卷、市（州）志书 21部、县（市、区）

志书 179部。两轮志书前后相继，全景全域忠实记录新中国成立

以来至 2005年，四川人民如火如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并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阔历程。以《四川年鉴》为代表的省市县

三级地方综合年鉴，成为地方志书的有机衔接和有益补充，逐年

记载全省各领域的重大举措、重大事件、重大成就、重大经验，

清晰勾勒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年度主题和前进脉络；同时，省地

方志办适时根据新形势新需求开发新平台，率先创办《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创新编辑《四川年鉴简本》《四川印记》

等书籍，引领带动全省地方志系统用创新成果诠释“修志为用”的

时代内涵。此外，主动围绕重大时间节点编纂地情书刊，如《四

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年四川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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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沧桑 记奋斗 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等，策划编辑《巴蜀史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特

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专刊等，全面、生动展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巴蜀大地发生的历史性跨越，彰显地方志著录历

史过往、镜鉴发展未来的独特价值。

二、忠实展现城乡面貌的深刻变化

据四川志鉴载：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省 90%以上的人口分布

在农村，农村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根深蒂固，且农户分散居住，房

屋简陋。1950—1980 年间，农村人均建房面积 3.36 平方米。据

1984 年调查统计，全省农村场镇呈现“一少、二小、三不均、四

简陋”①的共同特点。2005 年，农房人均建筑面积 28.36平方米、

居住面积 16.99 平方米；建房多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铝合金

或塑钢门窗建造平房或楼房……室内布局近似城市民居。四川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 1953 年为 8.04%，1964 年突破 10%，2003年突

破 30%，2023年达 59.49%。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全面改善，城乡一

体化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牵

引城乡基层发展治理格局深刻重塑，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奠定坚实基础。

记旧貌新颜变换，著天翻地覆文章。为系统性记录四川城乡

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四川地方志坚持以建设小切口映射时代大

文章，第一轮省志专设《城乡建设环保志》《农业志》《建筑志》

《水利志》等分卷，第二轮省志专设《建设志》《发展改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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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志》等，连同《四川年鉴》《四川建设年鉴》等各级

各类年鉴，以及《新时代脱贫攻坚在四川》《绵阳传统村落图志》

等丰富多彩的地情书籍、专题志书，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呈现

形式全面展现 75年来四川日新月异的乡村面貌，反映出城乡之间

从差距巨大甚至二元对立，到今天城乡融合、和谐共进、全面发

展的深刻变化。此外，立足省情实际，以农村为重点，在四川历

史上首次启动乡镇（街道）、村志编纂，把广阔农村的历史变迁

作为最有巴蜀韵味的文化剖面，用历史和现实激发广大群众爱党、

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感，为建设美丽和谐四川、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史志思路、凝聚不竭动能。

三、忠实记载基础设施的跨越发展

据四川志鉴载：1949年，全省没有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公

路通车里程 8581 公里，其中晴雨能通的仅 4846公里，60%的县

不通公路。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省 3 次出现筑路高潮。1983 年，四川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

——得荣县通汽车；到 1985年末，公路达 91099公里，比新中国

成立前增加 10 倍多，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由 1.5 公里升至 15.93

公里；1995年，四川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通车。此后，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四川积极加快立体交通枢纽建设，大力建设

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2023年，四川建成进出川大通道 48条、

机场 17座，高速公路建成里程 9803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达 6588

公里，其中高铁运营总里程 2171公里。成都是全国第三个拥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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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场的城市，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保持全国第 1位。全

年在建水利工程投资规模 1500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1.1亿

千瓦、占比 86.7%，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9759万千瓦、天然气（页岩

气）产量 552亿立方米，均居全国第 1位。2024年，四川高速公路

突破 10000公里，成为全国第三个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破万”的省份。

开启沧桑巨变，成就锦绣新篇。四川是基建大省，新中国成

立 75年来，一代代四川人接续奋斗，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成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就。四川地方志鉴长期紧密

跟踪这一主题，在第一、二轮省志设《交通志》《邮政电信志》

《煤炭工业志》《石油天然气工业志》《铁路志》《民航志》《通

信志》《工业经济志》《电力工业志》《信息产业志》等分卷，

指导相关部门（单位）或市县地方志机构编纂《四川交通年鉴》

《四川旅游年鉴》《四川油气田年鉴》《锦城之舟——成都公共

交通车辆影像志》等部门（行业/专题）志鉴及地情书籍，用图文

和事实，构筑起四川基建的闪亮丰碑。以 1950年为例，农田水利

方面的都江堰工程岁修，交通运输方面的新中国第一路——成渝

铁路、跨越世界屋脊的川藏公路建设，能源建设方面的四川第一

批水电站——长寿上洞电站和雅安陇西河电站建成……这些光辉

的瞬间均在志书中得以定格和永恒。以时间为轴，以行业为纬，

地方志汇集形成 75 年来四川基础设施跨越发展历史的完整链条

和记忆宝库，彰显了全川人民在火热的建设进程中迸发出来的战

天斗地、锐意开拓的昂扬面貌和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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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实见证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

据四川志鉴载：新中国成立前，恶性通胀摧毁了社会承受力，

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停店歇业，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物价飞涨，

经济濒于崩溃。在成都，1947年春季因物价上涨，法币贬值，很

多人无法生活下去。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1949年，

重庆农村遭遇各种自然灾害，人们流离失所；乐山县饥民以观音

土、菜根为食；万县大旱，饥民剥树皮、挖草根充饥，哀鸿遍野，

满目萧条。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149.45亿公斤，全川农村有

饥民 2000万人；全省每万人口在校学生为 26人，每 3万人只有 1

张病床，文化艺术几乎濒临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稳

步提高。1952年，全省在校学生人数增至 554万余人，卫生机构增

至 2953个……202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5227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978元；粮食总产量达 718.8亿斤，创

历史新高。各项民生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财政民生支出占比稳

定在 65%以上，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平均预期寿命由 1990

年的 66.3岁提高到 78.08岁。文旅融合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事业蓬勃发展，在校学生达 1544.8万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站分别是 1952年的 52.3倍、272倍、27.8倍。全省森林覆盖率

达 40.23%，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资源分布超过全省面积 70%。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浩浩史志，情系万家。新中国 75年的

发展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不懈努力的奋斗史、一

部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的变迁史。四川地方志见证并忠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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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奋斗和变迁历程。四川第一、二轮省志聚焦和人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就业、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除设《医药卫生志》

《劳动和社会保障志》《教育志》《体育志》《文化艺术志》《环

境保护志》等分卷外，还从凸显四川特色、群众喜闻乐见出发，

设置《川菜志》《川酒志》《川茶志》《川剧志》《民俗志》《方

言志》等分卷，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多维度、多层面记述全省

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和变化轨迹。同时，巧妙利用年鉴的时效、

体量优势，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年度变化。2016年起，四川

先行在省级综合年鉴中单设“脱贫攻坚”类目，及时跟踪记载全省

上下为彻底解决困扰农村千年的贫困问题，实现人民幸福生活而

付出的巨大努力。75年的发展史、成就史，更是一部攻坚克难史、

艰苦奋斗史。面对先后出现的一系列极端困难和重大挑战，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川人民迎难而上、众

志成城，探索出一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四

川路径，留下大量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和可存可鉴的宝贵经验。

为此，四川地方志在历史上首次就重大事件编纂专题志书《汶川

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等，并相继推出《新时代脱贫攻坚在

四川》《蜀地战贫——聆听扶贫之声》《生命至上——四川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实录》等重大专题文献，部署编纂省市县三级扶贫

志、省市两级全面小康志，以官方文献的视角和笔触，着力书写

四川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奋力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的瑰丽篇章，交出了一份见证 75年来全省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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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跨越的方志答卷。

五、忠实呈现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据四川志鉴载：从 1949 年底至 1950年，在接管旧政权的同

时，四川陆续筹组和建立各级党政机构，吸收各界代表召开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1950—1952年，甘孜、凉山、阿坝相继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四川落地。1954年 8月，四川省一届人

大一次会议在成都举行，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在四

川实施。至 2023年，四川民主法治建设与全国同步，不断发展完

善，呈现新的重大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不断丰富，地方立

法和人大监督全面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效发挥；

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法治四川、平安四川建设成效显著；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得到加强；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

和能力建设不断强化；涉藏州县依法常态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民族团结进步呈现崭新局面。

肝胆相照共风雨，大笔如椽记今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保证，也是地方

志书必须客观记录和系统呈现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 75年来，

四川地方志始终坚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内容纳入各级志鉴规

划方案，第一、二轮省志设《党派团体志》《公安司法志》《检

察审判志》《中共志》《人大志》《政府志》《政协志》《工会

志》等。以省志为引领，全省各级志鉴在具体编纂实施中，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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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本地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与成效进行科学规划和组织实施，这

些志鉴成果彼此呼应补充，空间上覆盖全省、时间上延伸至今，

忠实记录和总结了四川民主政治建设从起步到进步，从尝试性探

索到大踏步发展的征程，卓有成效地反映了 75年来全省持续发展

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深入推进依法治省

和平安四川建设的创新性实践和阶段性重大成就。

六、忠实反映党的建设的全面加强

据四川志鉴载：1950年初川康地区解放后，依行政区划建立

省一级的党组织重庆市委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区党

委，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切工作的领

导核心。此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先后开展整风整党、镇压反

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1951年底，川东、川西、川南、川北 4个区发展党员近 4万

人。1952年，恢复四川省建制，建立四川省委；省委有领导有计

划地对全省党员队伍进行“党员八项标准”教育及共产主义理想教

育；下发《关于党员教育的通知》，制定《关于坚持共产党员标

准的问题》，切实加强党员管理教育。1954年重庆改为省辖市和

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中央对四川省委分别作相应调整。1955年，

全川有党员 67万多名；1956年达 83万名。新时代以来，四川坚定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党的创新理

论更加入脑入心。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决以党的

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用力正

风肃纪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各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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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展现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时代风范。至 2023年

底，全省有基层党组织 25.93万个，党员人数 523.02万名。

举旗导向绘蓝图，开天辟地写华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

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中国

成立 75年来，四川经济社会实现天翻地覆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和

最大优势。75年来，四川地方志部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守

牢意识形态主阵地，发挥主动作为担当意识，通过编纂志鉴及地

情文献，全面记载和反映四川党的建设的科学实践和光辉成就。

第一、二轮省志分设《党派团体志》《中共志》等分卷，详细记

录四川党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

的艰辛探索和前进轨迹。同时，将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载入

各类年鉴及《四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年四川大事记》等地情书籍中，地方志鉴成为展现四川党建成

果的重要官方平台。2018年以来，立足更好反映和讴歌党的建设

伟业需要，四川地方志全面推动宣传弘扬与志鉴编修同向发力。

一方面，规划编纂《四川简史》《四川当代史》《四川方志中的

红军长征记忆》，推出《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特刊和“四渡赤水”专刊，从不同侧面记录党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发展史；另一方面，抓住重要时间节点，联合开展“百年辉煌 百

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记录百年党史 感恩伟

大时代”等作品征集和论坛征文活动，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大力宣传党的建设伟大成就，深刻体现四川方志人爱党颂党的赤



— 12—

诚忠贞和四川方志忠实反映党的建设宏伟征程的历史担当。

七十五载弹指之间，成就辉煌永载史册。鉴往知来，向史而

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四

川各级地方志部门肩负“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时代重

托，将始终初心不渝、奋楫争先，充分发挥“直笔著史、育人资政，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职能与担当，不断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四川的崭新华章。

注释：

①即赶场集镇少（全省赶场集镇 5000多个，平均 100多平方公里、农

业人口 1.6万人才有一个赶场集镇），集镇小（平均一个小城镇的非农业

人口不足 800人，而 800人以下的集镇占全省集镇总数的 60%以上），集

镇分布不均（全省 35.3%的乡镇无赶场集镇，而成都地区每 100平方公里

就有 3.4个场镇），集镇房屋和公共设施简陋（普遍存在路不平、灯不亮、

水不通的现象）。

（执笔：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志工作处 李果）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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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9月 25日印发

（共印 7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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