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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4日

【市州动态】

德阳市强化品牌建设传播方志声音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

室关于加强全省地方志事业品牌建设的意见》，坚持服务中心大

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着力打造德阳方志特色

品牌，持续扩大方志影响力。

强化特色书籍编纂品牌。传承红色基因，编纂出版《奋进四

十年：德阳 1983-2023》等地方党史读本，滋养初心使命。传承地

方文脉，编纂出版《德阳掌故》《德阳先贤名人》《德阳古诗遗

文》等系列书籍，增强文化认同。聚焦时代发展，《德阳史志》

期刊聚焦天府粮仓、科创服务和党的重要会议，服务中心大局。

编纂出版《德阳味道》系列书籍，记载和宣传德阳人民餐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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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和劳动成果，为德阳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史志力量。

强化史志文化宣传品牌。深耕史志资源，精心打造《从三线

建设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等特色课程 10余堂，加强史志文化的

宣传普及。开设德阳史志文化“巡回大讲堂”，调动史志专家库资

源，定期深入基层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地方历史文化，如在绵竹

市宣讲十二桥烈士王干青和王勃的绵竹足迹。建强史志文化宣传

队伍，用好史志宣讲小分队，配合史志“七进”，开展宣讲 40余场

次，受众超 3000人次。

强化成果转化应用品牌。分专题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制作《征

途》等口述史影像片。以德阳地方历史为切入口，制作一批优质

短视频，向上推送短视频 90 余部，入选四川地情短视频展播 10

余部。组织开展专题研究，什邡李冰陵、中江“铜山三苏”和罗江

范家大院等地方特色文化登录《巴蜀史志》封面，在更高平台推

介德阳。拓宽转化场景，《德阳味道·餐饮篇》图文资料列入凹街宴

美食展陈。让藏在书本中的史志资源搭载新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市以方志成果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大战略部署，立足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职责使命，组织

开展方志理论研究，深化方志成果转化，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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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建设。

记录川渝合作大事要事。《广安年鉴（2024）》设置“川渝合

作示范区建设”类目，全面记录川渝高竹新区建设、合广长协同示

范区建设等渝广合作事项。高质量完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年鉴》广安部分组稿工作，累计供稿 8万余字。

深化川渝史志合作交流。与重庆市地方志部门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定期交换地方志书、年鉴等资料。2023年 7月，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十市区县史志工作交流会在重庆市合川区举行，广安

区、武胜县参加会议。2024年 7月，《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校注》

稿评审会议在重庆市合川区举行，武胜县负责艺文、金石、官宦、

乡贤等篇目。

加强川渝合作资政研究。围绕“同城融圈”首位战略，广安区

撰写《发扬三线建设精神 争创成渝双城经济圈示范市的广安路

径》《广安区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调研文章，

岳池县撰写《如何让“三大产业”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再创经济效

益》资政文章，为加快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区、打造重庆都市圈北

部副中心提供资政服务。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市夯实修志编鉴主业记录广安发展变迁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聚焦修志编鉴主责主业，深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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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全力抓好志鉴

编纂各项工作，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抓好志鉴编纂。对标广安市地方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扎实开展第三轮修志准备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任务。有序推

进《广安年鉴》《广安扶贫志》《广安大事记》《广安记忆》《广

安年鉴（简本）》编纂工作，为第三轮修志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配合完成《四川地理标志产品图志》广安部分图文资料补充完善

工作，高质量完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4）》广

安部分组稿工作。

加强业务指导。督促指导各县（市、区）落实地方综合年鉴“一

年一鉴、公开出版”任务，每年开展全市地方综合年鉴篇目审查、

篇目复核与质量抽查工作，细化出台评分标准，建立篇目审查、

总纂稿审核等制度，实行内容交叉检查和评议，并出具指导意见。

持续推进全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推动部门（行

业）志编纂，《广安市民盟志》《广安经开区志》《广安市人民

医院志》《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已顺利出版。支持教育志鉴

编纂，将市、县两级教育志纳入部门志编纂规划，有序推进各县

（市、区）启动校志编纂工作。

推进质量建设。严格对照《四川省市县志书质量体系建设纲

要（试行）》《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试行）》相

关标准，印发《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提升县级综合年鉴编纂

质量的通知》，从年鉴篇目结构、记述主要特点、易错问题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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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县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予以规范。充分发挥省级精品年鉴带

动示范效应，指导岳池县史志办开展省精品年鉴创建工作。坚持志

书编纂“三审三校”原则，认真对照地方志编纂规范和要求，对志书

篇目、初稿、终稿进行全环节细致审核，确保志书编纂出版规范。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雅安市打造“六大品牌”推动地方志事业品牌建设

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省地

方志事业品牌建设的意见》，11月 5日，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印发《关于加强全市地方志事业品牌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重

点任务、牵头单位、完成时限和工作要求，着力打造“六大品牌”，

积极推动地方志事业品牌建设。

打造特色志书品牌。系统梳理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传统文化和支柱产业等，在编纂出版《“4·20”芦山强烈地震志》《名

山茶业志》《石棉黄果柑志》《汉源花椒志》等特色志书的基础

上，继续谋划编纂《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四川石棉矿志》

《芦山根雕艺术志》《宝兴汉白玉志》，形成具有雅安特色的专

题志集群。

打造精品志鉴品牌。以“堪存堪鉴”为标准，结合第三轮修志

以及扶贫志、乡镇村志、年鉴编纂，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篇目审

查、质量抽查、县（区）评比等制度，编纂出经得起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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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年度特点的地方志书和年鉴。依

托“地方志优秀成果评选”“四川省精品志鉴工程”等平台，组织县

（区）分梯次申报“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

打造地情开发品牌。深入挖掘雅安特色地情资源，积极编纂部

门大事记、年鉴简本、地情文章合辑等地情读物，重点打造《雅安

名胜概览》《雅安市情》《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康分校资料整理工

程》等为代表的服务发展品牌。继续与《雅安日报》合办《新雅州》

历史文化周刊，发现和培养一大批有一定写作功底、爱好地方历史

文化的“土专家”，服务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和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网络媒体品牌。优化平台网络媒体架构，重点打造雅安

党史方志网、“雅州史志”微信公众号，指导县（区）建好、用好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市县（区）一体化新媒

体宣传矩阵。积极融入省地方志部门网络宣教平台，协同雅安新

闻网（北纬网），探索建立内容协同创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打造有品质、有流量、有声音的雅安史志网络宣教平台。

打造文化宣传品牌。重点打造“雅安史志大讲堂”，邀请市内

外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成果、传授研究经验。用好“雅安史志专家人

才库”“雅安市史志文化进校园宣讲队”，大力开展史志“七进”活

动，打响“知史明志·红耀雅州”史志宣教品牌。持续打造和管好用

好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红色纪念场馆、乡镇村（社区）史馆、史

志阅览室等宣教阵地，进一步扩大史志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

打造资政辅治品牌。深入挖掘、整理党史和地方志中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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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资源、治国理政智慧，为党委政府提供资政辅治参考。积极

承接上级部门专项课题、申报各级社科研究项目，形成高水平的

信息咨询、研究成果和资政建议，重点打造《雅安市党史方志部

门理论和资政文章选编》《资政专刊》等资政辅治品牌。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青川县坚持“三位一体”构建“大史志”工作格局

近年来，青川县委党史研究室（青川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开门办

史”工作理念，整合县内力量、发挥区位优势、借力帮扶资源，

着力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大史志”工作格局，聚力推动川

陕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建设。

整合三级力量建队伍。健全完善史志联络员制度，落实县直

部门、乡镇、村（社区）史志分管领导和史志联络员 370 余名；

广泛吸纳熟悉县情、爱好史志、有文字功底的本土人才，组建 30

余人的史志人才专家库，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立体联动的“大

史志”工作队伍，实现从“单打独斗”到“群策群力”转变。建

立史志工作 QQ 群、微信群，常态化开展史志资料收集、挖掘、研

究、编纂、宣教等业务培训，有效提升全县史志编纂、征研、宣

教能力和水平。

发挥区位优势强交流。依托已组建的川陕甘结合部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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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联盟，主动融入川陕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建设，与绵

阳市平武县、汉中市宁强县和陇南市武都区、文县签订合作协议，

每年互相走访、考察学习，持续拓宽毗邻县区史志工作交流合作

领域，实现从“闭门编史”到“协同联动”转变。携手挖掘红色

资源、三国文化、蜀道文化，已联合开展红色遗址普查和仇池国

历史、金牛道文化挖掘，互赠史志书籍 100 余册，有效提升了史

料征集、志鉴编纂的全面性、精准性。

借力帮扶资源结对子。抢抓东西部协作和省内结对帮扶机遇，

与杭州市西湖区、湖州市安吉县、绵阳市安州区史志部门结对子，

常态化开展交流互动。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积极学习借鉴东

部地区和省内先进地区史料征集、志鉴编纂、宣传教育等方面的

好经验、好做法。先后邀请三地史志部门专家到青川指导交流 4

次，与安吉县共同挖掘“白叶一号”茶叶背后的感恩文化，学习

借鉴《安吉白茶志》编纂经验，编纂出版《青川县茶叶志》。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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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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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4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