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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3日

【特别关注】

历时 9年精心打磨

《四川简史》公开出版发行

12 月 10 日，省地方志办历时 9 年编纂的《四川简史》由新

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约 24万字，对自先秦古蜀到新时代四川

四千余年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完整地勾勒出了四川发展变化的

历程与概貌，在全面展示四川从古至今经济社会发展演变样貌基

础上，重点总结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成就、贡献与

地位，旨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推进新时代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提供历史鉴镜与智慧。

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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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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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

原理，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相统一，力求为广大读者呈现一

部通俗易懂、脉络清晰、引人思考的高质量四川历史读本。

该书编纂启动于 2015年 7月。为抓好编纂，省地方志办组建

了一支涵盖党史、方志等学科知识的专业化编纂队伍，并邀请四

川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省政府文史研究

馆资深馆员谭继和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陈

廷湘全程参与，从编纂大纲制定到书稿编写、修改，从图片选取

到书稿完善审定，始终认真把关指导，付出巨大辛劳。谭继和研

究员设置了古代四川部分的体例、纲目，陈廷湘教授设置了近代

四川与现当代四川部分的体例、纲目，编写工作在成都师范学院

刘平中研究员具体主持下进行，编写团队起点高，集中了多方优

势力量与各方智慧，付出了超常努力。编纂中，省地方志办在组

织办领导和各处人员对书稿进行多次修改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省

直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所意见，邀请省内权威专家进行审核把关。

该书在体例、重点与叙述选择方面，不求面面俱到，在主线

脉络清晰的同时，突出三个重点：一是重在叙述历代四川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特点与亮点；二是采取突破时代限

制的方法，注重史体与志体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集中展现某

一历史事件或主要成就的发展演变历程；三是根据内容，精心选

配反映四川历史文化的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人、

大事要事的代表性图片，做到图文并茂、图文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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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编写是省地方志办履行“存史、育人、资政”职责，贡

献“智库”力量的一项重大工程。近年来，省地方志办相继组织编

纂《四川抗日战争志》《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四川当代史》《四

川羌族通志》《西康通志》《四川扶贫志》《四川全面小康志》

等重大文化工程，传承巴蜀历史文脉，留存艰苦卓绝历史，展现

绚丽多彩文化，弘扬四川人文精神。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始终

立足志鉴编纂主业主责，继续组织开发编纂一批重大文化成果，

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

新篇章贡献方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承前启后谋发展 继往开来赋新篇
《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公开出版

12月12日，省地方志办编纂的《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

记（2023）》由成都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省地方志办

围绕“三个服务”（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

群众），充分发挥“修志为用”功能，连续组织编纂的第6部省直部

门（单位）大事记，是省地方志办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全

力推动四川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又一崭新成果。

《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是省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

的第一部部门年度大事记。自2018年开始编纂以来，该书始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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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客观视角和记述方法，以小切口反映大发展，弘扬主旋律、

赞美新时代，汇聚前进动能、讴歌创造精神，赢得广泛赞誉，发

展成为及时、准确、全面留存省直部门（单位）奋斗足迹、生动

见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辉煌成就的重要文化品牌。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

四川现代化建设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

复发展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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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

务。全省上下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

展战略，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万亿元，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并列第一。

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发展征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困难与挑战，省

直各部门（单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践行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

责，推动全省各行业各领域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持续书写出

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的壮阔新篇。

为及时、准确、全面记录全年来省直部门（单位）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守正创新、驰而

不息的执着与艰辛，《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

以全景式、多维度视野，通过鲜活的内容和朴实的文字，直观、

真实地展示各部门（单位）凝心聚力、矢志前行的昂扬面貌和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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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风姿，努力为新时代治蜀兴川凝聚开拓进取的磅礴伟力，传递

连绵不绝的动力源泉。

《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于2024年4月启动

编纂，11月底顺利付梓。半年来，编纂者始终以高质量为核心要

务和基本准绳，积极承接历年来良好的编纂思路、工作传统和操

作方法，适应首次公开出版带来的新目标、新要求，群策群力、

攻坚克难，不断压实分工责任、提升技术标准、优化工作模式、

强化节点管控，确保全部编纂工作高效完成，全卷整体编纂质量

稳步提升。全书设14个专题板块，成书70余万字、500余幅图片，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全面展现各部门（单

位）奋发有为的前进足迹和显著成绩。

行百里者半九十，《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

的公开出版，是该项目问世以来取得的又一阶段性成果，标志着

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纂工作迈上一个新的阶段。这既是对

编纂者们数年来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期许和厚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省地方志办将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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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精神以及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精神，始终牢记历史责任和文化

使命，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保密关、详略关、体例关、文字关，

将《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打造成更有代表性、更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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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方志力作、方志精品，努力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首届“蓉城方志好课”展评活动颁奖仪式

在成都七中初中附小举行

12月 6日，成都方志馆联合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成都

商报·红星教育承办，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成都七中初中附

属小学协办的“志成都·致成长”——首届“蓉城方志好课”展评活动颁

奖仪式在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举行。

活动面向成都市所有中小学校，共征集到来自成都 23个区（市）

县百余名优秀教师的参赛作品，专家从中评选出 30堂方志好课，并

在成都方志微信公号进行了为期 5天的网络投票。网络投票通道开

启后，广大市民群众踊跃参与，为各自喜爱看好的作品投票，投票

总数累计超过 20万票。经过“专家评审+网络投票”，活动评选出 8

堂一等奖课程，22堂二等奖课程，20堂三等奖课程。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乐山市“三步走”抓好青少年史志文化教育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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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育人、资政”主责主业，“三步走”抓好青少年史志文化教育。

共建宣讲阵地。指导乐山市老干部党建共享阵地提质赋能，

撰写 7000字左右的解说词，增加地方史志文化内容，对全市青少

年开放。与团市委、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少工委联合在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党建共享阵地建立“乐山市红领巾党史

学院”，为全市少先队员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专门阵地，为广大

少先队员提供了一个学习史志、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

共建宣讲队伍。建立首批聘任型“乐山史志员”队伍。聘请 4

名乐山市实验小学等学校的优秀学生为特约史志宣讲员，亮相省

级现场会，为近百名参会人员讲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建共享阵

地史志文化内容。与团市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乐山市“党史类红领巾

讲解员”第一期上岗考核，选拔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为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贡献力量。

共建史志阅览室。在乐山一中、嘉祥外国语学校等学校建设

一批史志阅览室，让《名人与乐山》《乐山掌故》《乐山简史》

《乐山百年党史 百名英烈传》等史志书籍走进校园。目前嘉祥外

国语学校史志阅览室已挂牌成立，乐山一中史志阅览室已完成选

址和赠书工作。与市老干部党建共享阵地共建“史志阅览室”，更

新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共建的嘉州记忆·地情文化馆及四川省方

志馆乐山师范学院分馆的史志书籍，充实馆藏资源，教育引导青

少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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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庆方志文献四帧》出版发行

近日，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南充市顺庆区地方志办公

室整理点校的《顺庆方志文献四帧》由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发行。

《顺庆方志文献四帧》分上、下两册，单面印刷线装，200

页左右，包括《舆地纪胜·顺庆府》《下陴纪谈》《四川总志·顺

庆府》《蜀中名胜记·顺庆府》四帧。《舆地纪胜》详尽考订了

顺庆建置沿革、地形风光、古迹名胜，储存了大量地情资料。《下

陴纪谈》作者皇甫录时任顺庆知府，详细记录了抗击鄢、蓝余党，

固城、掘井、护民等事件。《四川总志·顺庆府》是现今见到最

早的比较完整的志稿，从中可以研究明代顺庆历史和志书体例。

《蜀中名胜记·顺庆府》记录了顺庆山水和顺庆府历史、古迹、

文物、传说、诗文等，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存史价值。

（南充市顺庆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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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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