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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5年 2月 25日

【市州动态】

广元市、剑阁县积极推进 2025年卷年鉴编纂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推进《广元年鉴

（2025）》编纂出版。提早启动项目，提升资料征集质效。市委

办公室于 2月 11日印发《关于征集〈广元年鉴（2025）资料的通

知〉》，明确 2025卷年鉴编纂框架及编写分工方案，同时对年鉴

资料的体例、内容、格式等提出规范性要求。精准谋划篇目，优

化大纲设计。《广元年鉴（2025）》在上一年框架基础上，聚焦

年度特点、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并结合市本级机构改革实际，

对大纲进行科学调整。为规范条目设置，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第一

时间向各组稿单位发出最新篇目建议方案，为各单位撰写高质量

稿件提供指向性参考。坚持质量为先，强化编纂能力。组织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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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成员逐条学习省地方志办近年在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

查中的反馈意见，深入学习有关文件新要求、新规范，借鉴省内

外精品年鉴成熟经验、有效做法。编辑部成员定期开展业务研讨，

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和实践感悟，编纂队伍整体业务水平稳步提升。

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迅速行动，推进《剑阁年鉴

（2025）》编纂尽早启动。早谋划，制定编纂大纲。1 月，第一

时间传达学习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志办、省地方志

办相关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创新编纂理念，科学设置

框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谋划制定 2025卷综合年鉴编纂大纲，

在框架结构、内容选材、条目编写、装帧设计、行文规范等方面

积极探索，力求框架覆盖全面、分类科学、层次清晰，确保年鉴“一

年一卷、常编常新”。早启动，细化组稿方案。2 月 19 日，以县

委办公室名义印发《关于征集〈剑阁年鉴（2025）〉资料的通知》，

对做好年鉴编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综合年鉴组稿范围、任

务、时限，要求各供稿单位责任到人，3月 20日前完成撰稿和报

送任务。早统筹，落实工作力量。在组稿过程中，要求各供稿单

位及时调整充实年鉴工作分管领导及具体经办人员，建立年鉴编

纂工作微信群，对承编单位实施一对一指导服务，并随时开展点

对点交流指导。同时，在史志中心内部实行年鉴包保工作机制，

组建工作专班，负责对上送审和定期赴县直部门、乡镇指导审核把

关，及时通报反馈问题，确保年鉴内容全面、准确、权威。

（综合广元市、剑阁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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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安排部署全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2月 24日，达州市委史志研究中心、达州市教育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的通知》，安排部署全

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通知》强调，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地方志工作

部门应立即成立教育志鉴编纂工作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教

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在教育领域的管理与组织优势，负责教育

志鉴编纂规划制定、组织管理和督促检查；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立

足史志编纂领域专业优势，负责教育志鉴编纂人员培训和编纂业

务指导。双方应通力合作，共同形成紧密协作的工作格局。

《通知》对各类学校的编纂任务进行全面细致规划，充分展

现教育事业多样性与特色。一是将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大学、

教师进修校和四川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列为编纂重点，要求编纂学

校年鉴、编修（续修）校志，以修志编鉴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二

是鉴于达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对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学校、“巴渠共运”友好联谊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小学等红色文化

资源丰富的中小学提出编修（续修）校志任务。三是鼓励全市建

校 20周年以上的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积极参与校志编修（续修）

工作。四是明确要求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地方志工作

部门应于 3月底前报送本地教育志鉴编纂规划，要将推进教育志

鉴编纂纳入日常工作范畴，加强宣传引导，按“成熟一个、启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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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则，常态化推进本地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达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泸州、资阳等地积极开展史志“七进”

2月 17日，泸州市史志“进校园”走进泸州二十八中（龙马高

中经开学校）。学校举行以“史志文化润校园 青春风采谱新篇”为

主题的 2025 年春期开学典礼，升旗仪式后，1800 余人集中观看

《千年古郡醉泸州》等史志宣教视频，进一步激发全体师生爱党

爱国爱家乡、努力工作学习的激情。该校还通过国旗下讲话、校

园广播等形式，组织学生自行撰稿、演讲，有序推进泸州本土优

秀历史文化传播弘扬。2024年以来，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

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与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发文，将全市中小

学校 42名优秀思政教师、学生等纳入泸州史志文化宣讲队，向青

少年开展党史地方志宣讲。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提供图书、视

频等史志成果，点对点指导学校思政老师找好切入点、找对支撑

点、找准发力点，促进史志进校园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2月 18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

育局联合举办“爱资阳爱家乡”—“数数资阳的 NO.1”为主题的“开

学第一课”直播视频，全市 30 余万名中小学生通过教室、礼堂、

户外视频播放等形式观看专题视频。视频罗列出资阳城市发展进

程中多项名列前茅的成绩，让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到家乡的巨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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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下一步，市

地方志编纂中心将联合市教育和体育局扎实推进史志“进校园”工

作，把资阳历史文化融入到思政课中，到 2025年下学期结束前实

现示范宣讲 18所中小学校、常态宣讲全覆盖的目标。

今年以来，泸州市纳溪区委党史办公室（纳溪区地方志办公

室）组建“史志宣讲团”，深入基层广泛开展“史志宣讲进社区”系

列活动。深挖本土资源，让史志宣讲“有根有魂”。系统梳理《川

南游击纵队在纳溪》《学兵总队在纳溪》等史志资料，整理出“棉

花坡战役”“抗战小学往事”“川南游击纵队斗争”等本土红色故事

20余篇，通过“史志宣讲进社区”活动进行宣讲。截至 2月 24日，

惠及群众 800 余人次。创新形式载体，让史志宣讲“有声有色”。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宣讲团创新“理论+文艺”“线上+线下”模式，

编排快板《纳溪党史三句半》，推出抖音直播“重走长征路”让百

年历史“活”起来。此外，在活动现场还设置“红色知识问答”“家谱

故事分享”等互动环节，收集民间历史线索 30 余条。服务基层治

理，让史志宣讲“有行有效”。宣讲团结合《纳溪区志》中“人物传

记”里的典型案例，引导居民成立“邻里议事会”。促进社区组建“史

志文化志愿队”，开展家风家教宣讲 5场。

2月 19日，合江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办公室到榕山初级中学

校开展史志进校园活动，向学校赠送《合江县志（民国版）》等

书籍。

（综合泸州市、资阳市、泸州市纳溪区、合江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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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地方志办主动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动担当作为，在助力乡村振兴、招商

引资、文旅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理清镇村文化家底。全力打造镇村志文

化工程，规划的 105 部镇村志按序时推进，留存乡愁记忆。加强

旧志资源开发。编纂《德阳古诗遗文》，以点位为线索，串联起

旧志中的文人印记，系统展现乡村文化底蕴。梳理旧志中本地区

丰富物产和悠久历史，撰写《旧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探析》，

编纂《德阳味道·特色农产品篇》，助力地方道地产品品牌建设和

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加强村史馆建设。指导旌阳区高槐村村史馆

建设，开设小讲堂，设置史志书籍专柜，收藏史志书籍 200余册。

指导中江县道桩村在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中，充分用好

“文家桥暴动”这一红色资源，打造特色村史馆。同时积极探索网

上村史馆建设模式。

服务招商引资工作。找准地方志资源与当地中心工作结合点，

编纂《奋进四十年：德阳 1983-2023》《德阳地情概览》《德阳印

记》《德阳史志·科创服务》等地情资料，实时记录德阳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为投资者提供完整全面、简洁明了、携带便捷的地情

资料，扩大德阳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人才投资德阳、落户

德阳、扎根德阳。《德阳味道·餐饮篇》图文资料转化为实体场馆

登录凹街，并服务第七届世界川菜大会。系列地情书成为世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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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大会等在德阳举办的重要会议上宣传推介德阳和招商引资

的“伴手礼”。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连续十年创新编纂特色地情文化系列丛

书，相继编纂出版《德阳古镇》《德阳文化遗产》《德阳名村名

院》等，更好地传承文脉，留住乡愁，讲好德阳故事。深入挖掘、

开发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与市文旅局联合推出 6

条精品红色线路，联合成都、眉山、资阳发布“成德眉资红色+乡

村”旅游线路，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自贡市地方志工作入载《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年

2月 20日，自贡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市《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到“气象、地方志、供销等工作取得新

成效”，标志着自贡市地方志工作已第 20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回溯 2003年，自贡市地方志工作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

后，从 2007年至 2025年，地方志工作连续 19年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其中有 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工作在自贡市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

（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泸州、德阳市领导对地方志工作作出肯定性批示

2月 12日，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米亮在市委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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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报送的《〈泸州龙文化图志〉成果专

报》（2025年第 1期《资政参阅专刊》）上批示：很好，聚焦泸

州龙文化深度挖掘，讲好记载泸州故事。思路点子值得表扬，希

继续做出更好更多作品。

2月 13日，德阳市委书记刘光强在《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

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 2024 年德阳地方志主要工作情况的报

告》上批示：2024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围绕主业，扎实

工作，受到中、省肯定，成绩可喜可贺！望 2025年再接再厉，努

力争先，多作贡献！

2月 16日，德阳市旌阳区委书记谢斌在区地方志办公室报送

的《绘制编纂蓝图打造精品良志——镇（街道）、村志编纂文化

工程的旌阳实践》上批示：很好！望继续努力，确保全区志书编

纂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综合泸州市、德阳市、德阳市旌阳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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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5年 2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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