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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志发〔2016〕35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在全省开展《乡镇简志》编纂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为在城乡统筹建设中加强对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保护和

继承，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及精准扶贫等工作，践行“存史、

资政、育人”功能作用，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乡镇简志编纂

工作（暂名《四川省乡镇简志》。以下简称《乡镇简志》），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纂意义

乡镇（街道）是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区域，也是城乡区域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体。乡镇、街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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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权建设，在全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重要作

用。乡镇（街道）的发展变化，透视和折射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变迁和城乡面貌的变化，蕴含着丰富的、具体的省情信息。随

着乡镇的飞速发展，要求我们把乡镇的乡土文化、风俗人情和发

展进程记述、保留下来，为存史研究、文化传承保存第一手资料，

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为扶贫人员以及专家学者

实施精准扶贫、研究地情和项目开发、发展经济、文化旅游产业

提供最基础、最可靠的地情信息和文献资料，为广大群众留住乡

音、乡思、乡风，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下乡情信

史。《乡镇简志》是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对保护文化遗产，

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对推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二、编纂方案

《乡镇简志》全面、系统记载全省基层政权、乡镇镇区沿革、

变迁、管理体制。全志采用篇、章、节体。一镇一文（1000-1500

字）。《乡镇简志》丛书以市（州）为单位，一套 21 册，约 800

－900 万字。一市（州）一册，完成一册，出版一册。

《乡镇简志》上限为 1949 年，个别事项上朔至发端，以反

映现实为主，志书中的人口、面积、耕地、林地人均收入、国民

生产总值、农村社会经济总收入等数据，均使用 2015 年底的统

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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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简志》每册按市（州）所辖县（市、区）的乡镇（街

道）排列，设市（州）、县（市、区）行政区划图、概况、乡镇

（街道）位置、境域与建制沿革、乡镇（街道）名称由来、环境

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名胜古迹等类目，分别记述

各乡镇（街道）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乡镇简志》采用条

目体结构。主体结构为各乡镇条目，撰写概况性条目一条。同时

收录各乡镇所属县（区）行政区划图一份及部分地方风物图片（每

个乡镇限 3-5 幅，像素 3M）。

《乡镇简志》编纂出版经费由省地方志办申请省财政预算安

排解决，并按规定支付各撰稿单位及个人稿酬。

三、组织领导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要明确编纂《乡镇简志》意

义作用，按照“统一部署，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工作。省地方

志办与各市（州）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组建《乡镇简志》编纂领导

小组，负责人员培训、志稿审查的组织指导。各市（州）地方志

办负责本市（州）《乡镇简志》编纂指导，督促检查所辖县（市、

区）乡镇简志的的统稿及上报工作；县（市、区）地方志办负责

组织本行政区域内《乡镇简志》的编纂指导及撰稿工作。

2.明确任务，分工负责。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

办要按通知要求，尽快部署《乡镇简志》编纂工作，确定专人，

结合实际，拟定乡镇(街道)名录、条目提纲，有针对性地指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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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工作。

3.整合资源，推进编纂工作。各地在编纂中要充分利用现有

的志书、年鉴中有关乡镇（街道）的现有资料，坚持志书编纂标

准，按照参考模板，突出特色；确保《乡镇简志》的编纂质量。

四、报送要求

各市（州）统稿工作应达到齐、清、定要求，请各市（州）

志办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前底送交省地方志办。

联系人：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 张华；电话：86522554，

邮箱：sxzgzc123456@163.com

附件：1.《乡镇简志**市篇》参考篇目

2．参考模板（街道、乡镇各选一个）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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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乡镇简志 **市篇》参考篇目

第一章 **市（州）

前置图：市（州）行政区划图

市州概述（建置沿革、市（州）名由来及行政区划、环境资

源与人口、环境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名胜古

迹等，字数万 字）

第一节 **县（市、区）

**县（市、区）行政区划图

**县（市、区）概述（建置沿革、县（市、区）名由来

及行政区划、环境资源与人口、环境资源与人口、经济发

展、社会状况、名胜古迹等，字数万 字）

**乡镇（街道）（建置沿革、乡镇（街道）名由来及行

政区划、环境资源与人口、环境资源与人口、经济发

展、社会状况、名胜古迹等，字数万 字）

内插照片及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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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镇简志 **市篇》参考模板

·老军营街道·

位置境域与建置沿革

老军营街道办事处位于南内环街 163 号老军营小环路 14 号。辖区地处汾河东岸，东起新建南

路，西至滨河东路，南起南内环街，北至迎泽大街，总面积 3.5 平方公里。宋、金时为驻兵处，

明初修建营堡后称作老军营堡。道光《阳曲县志》载：“老军营，旧名古正村，距城五里。”成化

《山西通志》载：“老军营堡，在太原府城南五里，周围一里九十步，南、北两门，景泰初，巡抚

都御使朱令居民筑。”老军营小区是 1982 年开发建设的太原市最大的居民小区，有近 5000 户，2

万多居民，还有许多单位也在小区内。小区生活配套设施完善，医疗、教育、交通各方面条件都

很好。下设 10 个社区居委会，法人单位 103 个，个体户 1304 户。

2002 年按照上级精神，对辖区内的居民会进行全面调整划分，重新调整划分后的社区居民委

员会规模约在 2000 户左右。改制后的老军营街道办事处共管辖 10 个社区。

环境、资源与人口

自然环境与资源 老军营地区紧邻太原市汾河公园，生态环境良好。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有新建南路、滨河东路、南内环街、桃园南路、康乐街、劲松路、双塔西街、迎泽大街等主要街

道穿行或绕行辖区。

人口 2010 年有常住人口 19739 户、59972 人。

经济发展

200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94899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100836 万元，工业增加值 122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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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况

社区建设 2010 年，以“净、亮、绿、美”整体形象为标准，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新增单

位附属地 6亩，居民区绿地 7.5 亩，垂绿化 300 延长米，义务植树 500 株，新增市级园林化标兵

单位 1 个、市级园林化单位 1个、市级绿化先进单位 1 个。积极开展了“爱国卫生月”活动，将

小环路沿线近 200 棵树全部刷白，共消除垃圾 20 余吨。继续深入推进“城乡清洁工程”，发动驻

地单位及居民进行卫生大扫除，投放鼠药 100 斤，灭蟑药 200 斤。组织近 2000 余人的志愿者队伍

对辖区内校区建筑物总面积情况进行摸底。2009 年，面对六十年一遇的冰雪灾害，街道清理辖区

主次干道 29 条，出动铲车 45 台次，卡车 73 辆次，共清运积雪、结冰 866 车。近年来，先后荣获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和谐建设示范街道”等国家级荣誉 13 项，省级荣誉 36 项，市级荣

誉 100 多项。

文化体育 各社区均有一支文艺团队。以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家庭文化、社区体育、楼院

文化、商业文化、公园文化为主，广泛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活动，形成节日有活动、月月有

主题的工作格局。举办了元宵节、端午节等节假日活动 20 余场次。

教育 2010 年，辖区内有太原三十六中，太原市艺术学校、太师二附小等中小学校。

驻地单位 2010 年有 105 个驻地单位。主要有山西财经大学（北区）、太原卫校、太原师范

学校（现更名为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校）等学校，太原市人大、太原市政协等机关，太原妇幼保

健院等医院，山西省林科所等科研院所。

·晋祠镇·

晋祠镇是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晋祠始建于西周早期，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三晋文

明的发祥地之一。

位置境域与建置沿革

晋祠镇镇位于太原市近郊，晋源区域中部，距市中心 25 公里，西靠天龙山、悬瓮山、龙山，

东视汾河，北连晋阳古城，与晋源街道相接，行政区域面积 74.62 平方公里。1998 年前属太原市

原南郊区管辖。2010 年，晋祠镇辖索村、东院、南大寺、长巷、北大寺、花塔、赤桥、西镇、杨

家村、小站营、王郭、张村、新庄、东庄、万花堡、野庄、三家村、东庄营、牛家口、青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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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明苑（由窖头、下石、三泉头、五坡、吴家峪、明马 6 村合并而成）等 21 个行政村及晋祠、晋

祠第一、小站等 3 个社区。

环境、资源与人口

自然环境与资源 晋祠镇自然资源丰富，有着丰富的煤炭和森林资源。平川有肥沃的耕地，

被称为“北国鱼米乡”。2010 年，全镇有耕地面积 29895 亩，水田 9633 亩，水浇地 8992 亩。2010

年，常用耕地面积 14175 亩。镇政府所在地距市中心 25 公里，15 分钟车程到达武宿机场，大运

高速晋祠站设有出口。307 国道和太汾公路横穿全境，滨河西路直达晋祠，另外还有 804 路、856

路、308 路公交车直达市中心，464 路、467 路、468 路公交车通往周边县区，群众外出非常便利。

人口 1998 年，全镇有 8937 户、33731 人。非农业人口 1596 户、5871 人，实有劳动力 14486

人。2010 年，有 12824 户、40191 人。非农业人口 11942 人，外来人口 3081 人。

经济发展

1998 年，全镇总产镇 25260 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 71574 万元，人均纯收入 3302 元。2010

年，有乡镇企业 160 个，上缴利税 982 万元；人均收入 6377 万元。

第一产业 截至 2010 年，全镇温室 3.5 万间，实现水肥一体化灌溉面积 350 余亩。引进种植

优良品种、特色蔬菜，晋祠大米恢复种植。天泉庄园被确定为全省工农业示范点。扶持新庄村生

态循环绿色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抓好病虫害防治、动物防疫、农机设备维修、科技培训种植养殖

户等服务工作，完成镇兽医站的改扩建工作。改造了农田水利设施。全镇先后实施了“农业生产

工程”“观光农业工程” “新镇建设工程”。退耕还林 1560 亩，建成干果林 3600 亩，农田林网化

建设 17100 亩，初步建成汾河防护林带、晋祠复线林带和边山经济林带。

第二产业 受国家政策影响，辖区内小煤矿、小水泥、小造纸等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已全

部关闭，工业比重逐渐减少，仅剩少数几家造纸、纸箱企业和化工企业。

社会状况

晋祠镇先后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秀乡镇”“全国体育先进乡镇”“国家级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

镇”。

乡镇建设 截至 2010 年，新镇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5.6 亿元，拆迁面积 21.5 万平方米，完成

行政、住宅、商业建设面积 35 万平方米，水电暖配套设施齐全，绿化面积 2.4 万平方米，道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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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8 公里，实现 2平方公里的无烟囱区，安装太阳能照明灯 200 余盏。移动、联通网络覆盖全镇，

基本实现了户户通电话；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有农行、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组建专

门的环卫清洁机构，配备了 8辆清洁专用车和 300 名保洁员。建成了垃圾中转站，实现了垃圾不

落地管理。太原市投资 1300 万元建成集中供热热源厂，建成了 1 平方公里无燃煤烟控制区。投资

3000 万元完成晋祠大循环水工程；投资 323 万元，修建了护河堤和南沙河、北沙河公路，建成五

处拦河坝、两处跨河大桥，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流域的环境。

文化体育 建成了 300 余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场所和图书室，新建了篮球场、门球场及室外体

育健身场等服务居民的配套设施。

教育 在新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对现有的学校、医院等进行了改扩建。新镇中学容量达

到 1200 人，小学容量达到 1100 人。全市首家农村校园科技馆在晋祠小学落成。

医疗卫生 镇中心医院拥有 50 张床位，达到了一级甲等综合性卫生院标准。

名胜古迹

太原市有 13 年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仅晋源区就有 5 处，其中 4 处集中在晋祠镇。除此之外，

镇内还有各类文物古迹 80 多处。晋祠博物馆、天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龙山石窟除外，还有被称

为 1999 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虞弘墓，有创建于汉代的国宝建筑明秀寺，有因“士为知己者死”

而闻名的豫让桥，有清代的半若寺等。另外有花塔寺、窖头村春秋时期农民起义领袖柳下跖的插

旗地，以及藏兵洞、跑马坪、娄睿墓、仙居寺、白云庙、黑龙洞、杨二酉读书阁等有极具挖掘与

开发价值的古迹。天龙山森林公园、悬瓮山、龙山植被完好、山峦叠翠、松柏葱郁，有各种野生

动物 197 种、植物 213 种，文物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晋祠同时也孕育了杨二酉、刘大鹏等一代名

家大师。

晋祠 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悬瓮山下，晋水源头；是祭祀西周成王次子、晋国开国

君主姬虞的祠堂；经历代重建，已成为中国现在规模最大的古代园林式祠庙建筑群。晋祠是一处

自然山水与历史文物相结合的园林珍品，清泉环绕，殿阁巍峨，古木参天。祠内的圣母殿、献殿、

鱼沼飞梁被文化部定为“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侍女塑像、难老泉及具有 2800 多年树龄的周柏被

誉为“晋祠三绝”。

天龙山石窟 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太原市区 36 公里，海拔 1700 米。旅游公路直

通山顶，交通便利。天龙山遍山苍松翠柏，空气清新，环境优秀。天龙山石窟分布在东西两峰，

共 25 窟，含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的造像，在中国十大石窟中排名第六。艺术风格各异，其中

第九窟 11 面观音菩萨像被现代著名雕像艺术家傅天仇、钱绍武称为世界雕塑之最。圣寿寺、七松

坪及“亚洲一绝”蟠龙松等精品景点和其相映成辉。圣寿寺内供奉着药师佛，是人们祈祷祛病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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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石窟 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道教石窟，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位于悬瓮山

北侧，主峰 1057 米，有“道南佛北”对峙一山的独特景观。“龙山红叶”为太原八大景之一。“道

南”即南峰现存元代道教石窟，为全国现有唯一保存完整的道教石窟，共有大小雕像 60 余尊，庄

重朴实。“佛北”即北峰佛教名刹童子寺，现有燃灯石塔留存，另有昊天观亦值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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