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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5日

【特别关注】

互鉴工作推进经验 凝聚干事创业共识

广西、四川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在四川省地方志办召开

2024年 11月 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以下简称广西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吴辉军率队到四

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四川省地方志办）开展调研座

谈。四川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江红英主持座谈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赵行出席座谈会并介绍相关情况。广西地方志办年

鉴部负责人，四川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市县志工作处、政策

法规宣传处、省情信息工作处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江红英简要介绍四川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及近年

来全省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吴辉军就广西地方志工作及本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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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重点进行介绍。赵行系统介绍四川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成

果巩固等做法和经验。

本次座谈内容丰富，双方重点就“两志”（扶贫志和全面小康

志）、第三轮志书规划编制、年鉴编纂质量建设、地方志资源开

发利用情况等进行交流，在双方“两志”执行模式、推进环节等重

点难点问题上互换意见，并介绍两地在第三轮修志试点和启动、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业务指导等具体工作的执行进度和工作方法。

四川省地方志办详细介绍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多种渠道和模

式，以及方志品牌建设的主要做法等。广西地方志办着重交流方

志馆建设和志鉴协作编纂等方面的经验。

双方还就“十五五”时期两地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进行深入探

讨。

（省地方志办）

精业笃行赓续年度印记 与时俱进书写四川篇章

《四川年鉴（2024）》出版发行

2024年 11月 15日，《四川年鉴（2024）》卷正式出版，这

是《四川年鉴》创刊 38年以来最早出版的一卷。《四川年鉴》是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管、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四

川年鉴社编纂出版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其前身是 1986 年创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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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年鉴》，1989年更名为《四川年鉴》，本卷为连续出

版的第 36卷。

聚焦年度要事，真实记录四川新成就

立足年度大事，着墨“省之要情”。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和“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四川视察指导工作，提出“四个发力”重要要求，赋予打造“两

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四川年鉴（2024）》特载

刊载《习近平在四川考察调研》，记录总书记对四川殷切嘱托和

深切关怀。设专记 3篇，分别聚焦成都大运会、天府良田和天府

粮仓建设，以及四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就，全面展现四川

的发展盛况。

着眼宏观视野，把握省级站位。《四川年鉴（2024）》紧扣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重大部署，以“四化同

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纲，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农

业”类目突出优势特色产业，切实反映四川逐步从农业大省向农业

强省的转变；“工业”类目聚焦六大优势产业，展现四川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会展业”类目凸显四川作为西部“会展第一

省”的蓬勃发展态势；“旅游业”类目聚焦四川旅游资源，擦亮“三

九大”旅游名片，彰显“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水利”类目立

足四川“千河之省”之实，反映四川奋力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的不

懈努力；“哲学社会科学”单独设篇，体现四川社科强省的地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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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发展”类目化繁就简，将 183个县（市、区）发展融入所属

市（州），展现综合情况，挖掘地方特色，突出 21个市（州）鲜

明的地域特点。

优化框架结构，凸显四川年鉴新元素

《四川年鉴（2024）》从框架结构的构建，到具体内容的选

取，再到装帧设计的创新，均呈现新的特色亮点。

立足提升质量，框架结构更新。《四川年鉴（2024）》根据

四川省“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省地方志办《关于实施地

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关于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

量的意见》要求，以及编委会会议意见，结合全国年鉴专家建议，

立足提升质量，充分吸收多方意见建议，博采众家之长，做到篇

目布局科学、结构全盘细化。本卷顺应省级综合年鉴发展趋势，

将 2023卷的中篇结构调整为中小篇结构，卷首设特载、专记、大

事记、四川概貌，主体内容分设 42个类目，比 2023卷多 16个类

目；卷末设附录、索引，有 332 个分目、2048 个条目。新增“数

字四川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会展业”“金融业”“旅游

业”“房地产业”“功能区建设”“区域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公

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几个类目。

翔实记录成就，篇目设置出新。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

为充分反映四川推动国家级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的主动作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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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实践，《四川年鉴（2024）》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类目，集中记述川渝两地携手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速的非

凡壮举；结合 2022 年中共四川省委《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加快

建设数字四川》重要部署的要求和 2023 年度成果，设“数字四川

建设”类目，反映四川积极落实信息化引领驱动现代化的要求和在

数字产业、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安全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举

措；为集中展现四川推动“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和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建设，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类目，记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生动实践；为突出四川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深刻探索，设“长江黄河上游生态

屏障建设”类目；“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类目，设“若尔

盖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分目，

全面展现四川高度重视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入发掘和保护传承四川历史文脉取得的

巨大成效。

凝练信息要素，图表排布改新。为提升阅读体验、呈现建设

成就，《四川年鉴（2024）》在书前刊载 4个板块专题图片，共

38 页，围绕 2023 年度四川经济社会建设成就中的大事要事集中

展示。为更好地记述各项事业成绩，紧跟条目选配 371幅精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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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片、集成 171个表格、选取有代表性的示意图，丰富相关信

息承载方式。随文图片和表格数量为历年最多。

升级成书质感，装帧设计焕新。《四川年鉴（2024）》完成

装帧设计整体视觉优化，封面设计中的环形回字纹其形类“四”字，

而“川”字取自于苏东坡《表忠观碑》，兼具艺术审美与人文特色，

厚植四川历史底蕴。

加强协作沟通，探索建立编纂新模式

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治蜀兴川新成就、新进程，赓续四川

年度印记，传承弘扬巴蜀文化，《四川年鉴（2024）》着眼采编、

编纂、出版全过程，加强与上级领导单位、各供稿单位、专家学

者、设计团队、印刷团队等协作沟通，精益求精，确保资料搜集

的全面性、内容编写的严谨性、稿件审校的准确性。

突破“来稿编稿”，拓宽“采编”模式。《四川年鉴（2024）》

突破既有的“来稿编稿”模式，转而采用更加灵活自主的“采编”模

式，注重稿件内容的多样性和来源的广泛性。四川年鉴社从权威

媒体以及各部门年度工作报告、官方杂志等发布的信息中精心挑

选、提炼年鉴所需内容，自主整理素材，发挥能动性，采编条目

近百条，制作表格、示意图 65张。

规范编纂标准，严格审校流程。《四川年鉴（2024）》在遵

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及其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坚持

守正创新，精雕细琢，落实“三审三校”制度，统一年鉴行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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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稿阶段，明确分工，实行责任编辑初审，副总编复审，分管

领导终审，严格把关质量，规范审稿标准。在校稿阶段，一是开

展编辑部集中校对，完成责任编辑交叉审校；二是利用智能审校

系统，查漏补缺，排除易错词、冗余词等，提升年鉴编纂质量；

三是引入出版社专业人员参与校对工作，提高年鉴编纂水平。《四

川年鉴（2024）》自 3月启动征稿，6月完成组稿，8月形成送审

稿，9月完成首次排版稿，11月印刷成书出版，精准把握时间节

点，落实编纂进度，确保提升年鉴编纂质效。

凝聚集体智慧，提升年鉴质量。在《四川年鉴（2024）》编

纂过程中，四川年鉴社坚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一是积极与供

稿单位沟通。2月，向供稿量较大的部门征求篇目意见，召开《四

川年鉴（2024）》供稿单位培训会以及市（州）供稿交流座谈会；

3 月，发出正式征稿函，启动《四川年鉴（2024）》征稿工作。

二是主动向全国有影响力的年鉴专家求教。2—4月，两次邀请相

关年鉴专家对《四川年鉴（2024）》大纲进行设计指导，设立特

色类目完善框架，有的放矢补充设立相应的分目、条目；7 月，

召开视频指导会，根据交流结果再次调整篇目布局。三是及时交

流年鉴编纂经验。《四川年鉴》编辑部先后 3次开展编审工作总

结交流座谈会，分析工作得失，归纳交流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模

式化的高效编、审、校环节设置。同时，持续与全国各省级综合

年鉴工作机构交流沟通，汲取优秀编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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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年鉴（2024）》从省级层面出发，以更广阔的视野，

全面、客观、准确、系统地记述 2023年度四川各地各部门的基本

情况和各项事业发展现状，反映新时代四川建设面貌和发展进程，

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

章贡献年鉴力量。在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指导和四川省地方志

工作办公室领导下，四川年鉴社将继续秉持“向新而行，向质图强”

的理念，争创年鉴标杆，发挥年鉴“存史、育人、资政”的历史价

值和现实功用，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年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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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