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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

【特别关注】

四川省地方志办 2部音频作品获

2024年“时代光影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作品

征集展播活动三等奖

12月 13日，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和省广电局主办的 2024

年“时代光影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展播活动优秀作品评

审结果公布，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特

色志音频《舌尖上的四川》川菜川酒系列音频（50 集）”（今年

10月，川菜川酒系列音频 50集已被评为 2024年“时代光影 百部

川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第二季度优秀作品奖）和四川省

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新闻故事事

业部联合制作的“四川川剧志音频《川剧的前世今生》（4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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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三等作品。入选作品均采用地方志书权威资料录制音频，形式

灵活、方便收听，具有鲜明的四川地情文化特色，大大拓展了四

川方志文化的宣传阵地和影响力。

该项活动 2024 年共征集作品 3653 件。根据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和省广电局印发的《关于公布 2024年“时代光影 百部川

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优秀作品名单的通知》（川广发

〔2024〕77号）精神，经专家评审，共评出优秀作品 120件，其

中，一等作品 10件、二等作品 30件、三等作品 80件。这些作品

从四川文化选取独特视角出发，采用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

画片、网络纪录片、网络微短剧、短视频、网络音频节目等多种

形式，生动讲述四川故事、弘扬四川文化、展现时代精神。“时代

光影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作品传播活动因其显著成效被中央网信

办评为 2022 年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视听活动之一，并且荣获

2022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的称号。

此次活动网络音频节目共入选 7部，省地方志办参与制作的

就有 2部，充分展现了四川省地方志系统新媒体音频作品的制作

质量与水平。近年来，省地方志办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潮流，注

重推出和宣传新媒体作品，持续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文

化思想宣传阵地，主动宣传四川发展、讲好四川故事、传播四川

文化，与成都广播电视台、喜马拉雅合作推出《四川历史名人故

事》等系列节目，举办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四川地

情短视频作品征集等活动，激发广大读者群众和四川地方志系统



— 3—

参与热情，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将继续发挥“方志四川”微信

公众号等“12文章号 10视频平台 1网 1台 1刊 1店 1馆 1云 1博”

新媒体矩阵作用，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巴蜀文化影响力，推

进四川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遂宁市印发加强地方志事业品牌建设实施方案

12月 10日，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全市地方

志事业品牌建设的实施方案》。

《方案》要求，全市地方志系统要坚持质量第一、创新引领，

以五大品牌建设为抓手全力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加

强精品志鉴品牌建设。大力实施年鉴精品工程，积极申报、争创

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奖、四川精品年鉴，制定《遂宁

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稿评审办法》，结合三轮修志及

扶贫志编纂全力提升志鉴质量，指导编纂《沱牌舍得志》并推动

申报中国名酒志。二是加强地情文献品牌建设。重点打造部门大

事记和地情读物品牌，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社会治理、文旅

融合发展，组织遂宁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积极开展遂宁历史文化

和地情研究。三是加强史志传媒品牌建设。重点打造“方志遂

宁”“一站两号、市县联动”的新媒体宣传矩阵品牌，指导蓬溪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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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心重点打造《红色蓬溪》史志文化期刊精品。四是加强文化

宣传品牌建设。重点打造“四川方志大讲堂·遂宁篇”方志文化宣讲

子品牌，充分利用“遂宁史志文化宣讲队”，举办遂宁方志大讲堂、

遂宁方志馆研学、史志文化进校园等方志文化宣传活动。五是加

强活动场馆品牌建设。用好用活遂宁市地方志馆、海龙凯歌沼气

陈列馆、射洪市登云塔党史市史馆、蓬溪县非遗馆、蓬溪县名人

馆、大英县象山书院、大英卓筒井陈列馆等史志活动阵地，打造

遂宁史志馆联盟品牌。

（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市开发利用地情资源提升资政辅治质效

近年来，广安市地方志系统深入开发利用地情资源，努力推

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政建议，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更多方志力量。

深化地情资源开发。立足广安地情特点，组织编纂《广安记

忆（2023）》《广安大事记（2023）》等地情书籍，拍摄推送《賨

州六记》《追逐我的红》《百年古塞》等地情短视频，主动对接

广安本土名人、地情文化专家，获赠《中国地方志》（光盘版）

等珍贵文献资料、《岳池秦氏族谱》等家谱族谱 30余部（册）。

提升资政辅治质效。深度参与《广安市红色资源保护条例》

立法起草工作，促进全市红色资源依法保护和利用；系统梳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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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古代书院教育史料，为广安理工学院筹建工作提供史志支撑；

向市委主要领导提供地情研究文章《四川省内“广”字地名研究》，

向珠海市来广安考察团赠送《广安邓氏文史》，全市“两会”期间

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赠送史志参阅书籍，为重要决策、重点工作

提供参考借鉴。

提升资政成果运用。围绕广安大事、要事，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组织各县（市、区）撰写《区域地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资源整

合与利用研究——以华蓥山起义为例》《城乡融合背景下前锋区

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思考建议》等调研文章 14篇，为党委、政

府提供政策咨询。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资阳市以党建引领提升史志“七进”效能

今年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以党建为引领，提升史志“七

进”活动效能。开展“主题教育+史志”宣讲进机关活动。精心制作

《伟大的红军长征》《陈毅诗词中的革命心路》等 7堂精品史志

宣讲课程，巡回开展史志进机关宣讲，覆盖全市 69个机关（单位），

巡讲 50余场次，辐射影响 1万余人次。开展“主题教育+史志”宣

讲进社区活动。以“双报到”为载体，深入社区等地开展“我学《资

阳市志》”宣讲活动 2场次，受众 100余人次。开展“主题教育+史

志”宣讲进农村活动。结合村史志阅览室创建，深入乡镇、村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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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志宣讲 4场次，受众 200余人次。向村史志阅览室赠送《资

阳市志》《陈毅家书》等史志书籍 500余册。开展“主题教育+史

志”宣讲进企事业单位活动。深入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两新”

组织等开展“资阳设地建市这 25年”宣讲活动 2场次，播放《修志

传统》《成渝之心 璀璨非遗》等视频，受众 50余人次，激发企

事业单位职工对资阳历史文化的热爱。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宜宾、雅安、甘孜等地出版特色地情书籍

12月 25日，宜宾市地方志办组织编写的《宜宾历史故事选》

公开出版发行。这是宜宾市地方志办组织编写出版的第六部宜宾

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12月，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区）

地方志工作机构共同参与编撰的《雅安名胜概览》公开出版。这

是雅安市第一部专题记载境内名胜的地情书籍。

12月 23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甘孜州图鉴（2023）》

（清洁能源篇）内部出版。

12 月 24 日，绵竹市党史市志研究室编纂的《绵竹市特色农

产品》印刷出版。全书 9万余字，图片 110余幅，收录绵竹地域

27种特色农产品。

12 月 20 日，广安市广安区委宣传部、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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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区文广旅局联合编纂的地情书籍《賨

城流韵》正式出版。该书较为集中地展示广安区自 2014年 9月以

来 10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综合宜宾市、雅安市、甘孜州、绵竹市、广安市广安区信息）

阿坝州首批大中专院校“史志阅览室”挂牌

12 月 18 日，省地方志办、阿坝州地方志办、阿坝州教育局

共建的首批大中专院校“史志阅览室”——阿坝职业学院史志阅览

室、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院史志阅览室挂牌。授牌仪式上，阿

坝州地方志办向学校赠送志鉴、地情读物 100余部。

（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

武胜县多载体联动宣传方志文化

近年来，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积极探索创新，通

过打造多元线上平台、壮大线下阵地规模、激活社会平台潜力等

方式联动，构建起多维度的方志文化宣传网络。

打造多元线上宣传平台。打造并持续扩大以“爱武胜”“网上党

史馆”“微信公众号”为核心的宣传矩阵。借助“爱武胜”APP，发布

武胜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史志工作动态信息，增进群众对本土

文化的认知。建立“网上党史馆”，展示武胜的红色历史，并实时

更新武胜历史大事要事。与县融媒体中心合作在其官方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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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开设武胜史略专栏，定期推送武胜文化专题文章、活动信息等

内容，提升方志文化影响力。

壮大线下文化阵地规模。积极拓展线下文化版图，在县城中

小学校、乡镇政府、村社区、驻地军队新建一批史志阅览室，为

群众、师生、军人提供了解武胜方志文化的场所。指导建设村史

馆、艾草文化大院、乡村民俗文化馆、文化驿站等多个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文化场馆。协同打造剪纸文化院子、粮食文化大院等

传统院落，从不同角度展示武胜方志文化，不断扩大方志文化宣

传阵地的规模与影响力。

激活社会宣传平台潜力。借助县诗词协会、书法协会、作家

协会举办活动，巧妙融入武胜方志文化的元素与内容，以文化活

动的形式吸引公众关注，增强方志文化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与县

内酒店、旅行社等旅游服务行业企业开展合作，为县内 6家旅行

社提供武胜方志文化解说词；向县内酒店累计赠送史志书籍 1000

余册，让更多的人了解武胜、认知武胜、喜欢武胜，扩大方志文

化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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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0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