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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6日

【特别关注】

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一行

到乐山市调研历史文化传播工作

12月 3日，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一行 3人到乐

山市嘉州记忆·地情文化馆、苏稽跷脚牛肉非遗馆、乐山文庙调研

历史文化传播工作。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成定彬，乐山市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吴道鸿、副主任税俊峰，乐山市市中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朱丹陪同调研。

嘉州记忆·地情文化馆位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系乐山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于 2023

年 12 月建成开馆。陈建春一行认真参观馆内“乐山历史沿革”“三

线建设中的乐山”“乐山名人”“乐山非遗文化”等展陈，详细了解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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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史志书籍、史志文化活动开展情况。陈建春强调，要充分利用

地情文化馆内丰富的史志文化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苏稽跷脚牛肉非遗馆位于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是一座展示

苏稽跷脚牛肉历史文化与特色技艺的展馆，于 2023年 3月开放。

陈建春一行认真观看馆内古老的炊具、照片、文献资料等陈列，

并聆听讲解员讲述翘脚牛肉的起源、发展和传承。陈建春强调，

要加强非遗文化的保护、研究、宣传、展示和传播，深入挖掘、

活化利用乐山特色美食等地情资源，开展好史志文化宣讲，形成

更多史志文化成果。

“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在乐山”纪念展位于乐山文庙内，

主要展出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期间的老照片、学习书单、投身抗战

的师生名单、学生漫画作品等第一手史料。陈建春一行认真观看

展陈，并聆听讲解员介绍展品背后武汉大学师生艰苦卓绝的奋斗

故事。陈建春强调，要加强对本地抗战文化、历史文化的研究阐

释和宣传利用，引导大家增强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在乐山调研期间，陈建春还与乐山市委书记赵波，乐山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文春雷，乐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王

彦，乐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秘书长王玻就地方志工作进行深

入交流。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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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复核找准突出问题 监督整改推动质量提升

省地方志办完成县级综合年鉴 2023卷篇目审查、复核

和质量抽查情况的复核工作

12月 5日，省地方志办完成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年鉴

2023卷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的复核工作。这是继 2023

年后第二年开展该项工作。

本次复核仍随机抽取 7个市（州）的 7部县级 2023卷综合年

鉴，对市级地方志机构编纂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的工作情

况进行复核并打分排序，进一步掌握市（州）地方志机构相关工

作开展情况。

为确保质效，力求科学评价市级地方志机构该项工作情况，

省地方志办在总结上年复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省地

方志办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

量抽查情况复核工作的方案》，从意见是否准确，图表版式、框

架结构、编校方面是否有未发现的问题 4个重点方面开展复核，

根据复核情况撰写较详细反馈意见，进行量化打分排序，并通报

相关市（州）。

从复核情况看，各市级地方志机构对县级综合年鉴篇目审查、

复核和质量抽查意见基本准确，各县级地方志机构也基本采纳所

提意见，但市（州）地方志机构在对县级综合年鉴在篇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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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和质量抽查中仍存在未发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内容不全面、

分类不科学、重点不突出、图表不准确、行文不规范、编校质量

低等方面。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强化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观念，采取系

列举措提升年鉴质量。2019年开始，全省建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制度，精准掌握市级综合年鉴质量建

设情况，市级综合年鉴质量大幅提升。县级综合年鉴体量大、基

础差，是影响我省年鉴质量整体提升的最关键因素，为有效破解

这一难题，2023年开始，省地方志办创新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

所属县级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情况复核工作，进一步

督促各市（州）地方志部门加强工作主动性、提升工作实效性，

进一步提升县级综合年鉴编纂质量。

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持续用好年鉴质量提升系列举措，常

态化开展市级地方志机构对所属县级综合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及

质量抽查情况的抽查复核工作，加强对市级地方志机构的监督检

查、跟踪问效，加强对县级地方志部门年鉴编纂业务指导；鼓励

县级地方志机构在提升综合年鉴质量上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坚

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学习借鉴精品年鉴、优秀年鉴的经验做

法，以扎实务实的举措切实在提升县级综合年鉴质量上取得实效，

加快推动全省年鉴大省向年鉴强省跨越发展。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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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首部《四川羌族通志》出版发行

12月 6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编纂的《四川羌族

通志》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羌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最迟在秦汉时期就已在

四川生活、繁衍，是四川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四川省

西北部的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

生 8.0 级特大地震，给四川各地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造成

极大的破坏，生活在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的羌族则是其中受害最

深、损失最重的民族之一。为及时抢救和保护羌族文化遗产，把

因震灾损毁的羌族特有文化形态用志体形式真实系统全面地记录

下来，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

下简称省志编委，2015年 7月更名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简称省地方志办）即着手调查、论证和筹备《四川羌族通志》编

纂工作，于 2011年 9月正式启动编纂。编纂工作先后历经资料收

集整理、初稿编写、初稿评审、补充资料、统稿修改、专家终审

等多个环节，从开始组织编纂到最终出版发行，历时 13年。

《四川羌族通志》系历史上首部羌族通志。该志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设凡例、概述、正文、附录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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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设羌族源流、当代羌族分布区域、羌族地区自然环境、羌族社

会经济形态、羌族地区政治、羌族人口、羌族地区综合经济、羌

族地区社会事业、宗教信仰、禹羌文化、风俗礼仪、羌族碉楼、

工艺、文学艺术体育、羌语与羌族新文字、羌族文化生态保护试

验区、羌族人物、大事记、专题记述 19篇，100万余字，全面、

客观记述了先秦至 2011 年间生活在四川省行政区划内羌族的历

史沿革、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及其生活区域的自然、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四川羌族通志》的编纂出版，既是省地方志办在四川民族

方志编修方面积极有益的尝试，也是在新时代主动担当作为，积

极开展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举措，既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

义，更具独特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该志的顺利出版，代表四

川世居民族文化研究取得新的阶段性成就，也进一步丰富拓展了

四川方志编修博大浩瀚的成果体系。

下一步，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精神，

围绕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坚持“修

志为用”，不断扩展工作思路和方法，推陈出新，打造出更多富有

四川地方特色和巴蜀气象的精品良志，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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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德阳市多措并举推动年鉴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是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德阳

市地方志办公室积极应对新形势新任务，通过“抓基础、抓培训、

抓评比”，不断提升年鉴人才队伍专业能力，年鉴编纂质量持续迈

上新台阶。

抓基础，建立稳定的编纂队伍。事多人少是市县史志部门共

同面临的难题。近年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动向市级分管领

导汇报史志工作特点难点，推动史志部门合并，争取人员资金支

持，重点解决市县史志部门年鉴工作人员少、不固定的问题。县

级史志部门合并后，人员编制由原 3-5名，增加至 6-10名，广汉

市增设史志编纂中心；市级史志部门人员编制增加至 19名，力量

构成持续得到增强。年鉴编纂人员由原来的兼职变为现在的专职，

由一人干多件事变为多人干好一件事，人员专业性大大提升。

抓培训，提升年鉴队伍业务水平。大力开展集中培训、以会

代训、以评代训、调研交流等，重点解决年鉴编纂人员业务能力

不强，水平不高等问题。2021 年以来，先后邀请专家授课 20 余

次，分层分类开展培训，针对市县史志部门撰稿人员开展写作培

训，重点从如何把握部门主要工作设立条目入手提升初稿撰写质



— 8—

量；针对市县史志部门年鉴编纂人员，重点培训大纲设置、篇目

逻辑、文稿精炼等提升年鉴的科学性、逻辑性，每年以会代训 300

人次以上。大力开展业务交流，年内，主要领导率市县史志部门

相关人员赴广西、福建、江苏、安徽等先进省份学习年鉴编纂经

验，既更新了认识又提升了业务水平。

抓评比，调动年鉴编纂人员积极性。广泛开展年鉴理论文章

评比、编纂经验交流、精品年鉴品读、年鉴质量评比等活动。在

精品年鉴品读活动中，5 人撰写的理论文章获省地方志办表扬，

20人撰写的心得体会获市级史志部门通报表扬。每年开展优秀稿

件评比活动，对提供优秀稿件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扬，并颁发证

书。大力开展年鉴篇目审查和质量抽查，创新采取县级年鉴交叉

审查，市级史志部门综合审查并会议反馈审查意见的方式，促进

县级年鉴质量提升，优先推荐质量抽查排名靠前的年鉴参与中省

评奖，通过正向引导和鼓励，极大地调动了年鉴编纂人员的积极性。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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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6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