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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2月 29日

【特别关注】

省地方志办举办 2024年度省直部门（单位）

大事记编写暨《四川年鉴（2024）》供稿培训会

为进一步提升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和《四川年鉴》稿件

质量，加强沟通协作，2 月 27 日，省地方志办召开 2024 年度省

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写暨《四川年鉴（2024）》供稿培训会。

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负责人熊倩主持会议，省直相关部门（单

位）供稿人员，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四川年鉴社工作人员 140

余人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二级调研员张兆法以《〈四

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编写应该注意事项》为题，

从“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命任职记述”“自然灾害、灾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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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获奖事条记述”“根据新闻报道内容提取为大事记条目记

述”“图照的选择和使用”“领导同志批示记述”等 9个方面，结合历

年来大事记供稿中部分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讲解，提出大事记记述

应在坚持“大、新、特、要”标准前提下做到史实准确、要素完整、

言简意赅，条目记述应灵活运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

式，图照选取应文图一致、主题突出、图说完整、清晰度高。

四川年鉴社社长邓肖亭以《提升年鉴供稿质效的 4个路径》

为题，从“找准年鉴定位，树立整体意识”“明确篇目设置，厘清供

稿思路”“学习模板条目，规范供稿格式”“结合实际工作，提升组

稿质量”4个方面进行讲授，深入浅出地介绍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

体例、文字等规范；重点结合历年来四川省直相关（部门）单位

供稿情况和其他省市年鉴优秀案例，聚焦《四川年鉴》篇目设置、

条目记述、图片选取等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列举条目、表格、

图片供稿模板范例，为参训人员指明了《四川年鉴（2024）》的

供稿方向和要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

本次培训会主题明确、重点突出，针对性强，通过提前介入，

加强沟通，明确编纂供稿要求，避免了供稿撰稿的曲折反复，为

省直相关部门（单位）编纂好志鉴稿件明确了方向，提供了借鉴，

拓宽了思路，为高质量推进全省志鉴编修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受到参会者普遍好评。培训会现场还发放了《四川年鉴（2023）》

成书和《四川年鉴（2024）》篇目征求意见稿。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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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四川各地积极推进乡镇志村志编纂工作

2024年 1至 2月，全省地方志部门充分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持续高效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

召开推进会议 安排部署工作

各地积极组织召开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

推进会，不断总结经验，对编纂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

1月 10日，盐边县地方志编纂中心会同红格镇人民政府召开

村志编纂工作推进会议，围绕《昔格达村志》《联合村志》编纂

出版工作进行商讨，总结前期编纂工作进展，明确 2024年编纂目

标。1 月 18 日，德阳市罗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召开 2024 年镇村志

工作推进会，各镇就镇村志编纂工作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作

汇报，区地方志办公室就 2024年镇村志工作作安排部署。1月 15

日，德阳市罗江区调元镇人民政府召开《调元镇志》资料工作座

谈会，与会老干部、老党员回顾畅谈调元镇历史上的大事、要事，

并对《调元镇志》编修工作提出建议和希望。1 月 9 日，广汉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召开 2023年度镇村志工作总结会，通报 2023 年

度全市镇村志编纂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编纂工作。2月 25日，

旺苍县召开乡镇志、村（社区）志和部门志编纂工作推进会，通

报编纂推进情况，安排下步编纂工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夏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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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会议，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逸风出席会议并讲话，乡镇、

部门相关负责人及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参会。1 月，

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镇召开《冠英镇志》编纂启动会，就编纂规

范、审核流程、出版要求、经费来源、出书时限等进行安排部署。

1 月，宜宾市叙州区相继召开《人和村志》《凤仪乡志》编纂工

作推进会，总结编纂经验，明确工作目标。1 月 9 日，平昌县地

方志办公室印发《关于下达 2024年度岩口、涵水等镇（街道）、

村（社区）志编纂出版印制目标任务的通知》，要求 2024 年 11

月底前，完成 26部镇（街道）、村（社区）志公开出版，并将修

志工作纳入 2024年度县对镇（街道）综合目标考核。2月 22日，

雅安市雨城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镇（街道）志、村志编纂工作

推进会，各镇（街道）交流编纂工作开展情况、存在困难及下步

打算，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就队伍力量强化、编纂质量把关、工作

职责明确等方面进行强调安排。

加强督促指导 狠抓工作落实

各地采取切实举措，加强督促检查、调研指导，确保编纂工

作落地落实。

2月 18日、2月 28日，绵竹市党史市志研究室分别到什地镇、

新市镇指导镇志编纂工作并开展交流座谈，就图片收集、编纂规

范、初稿审核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1 月 9 日，西充县地方志办

公室会同县目督办、县财政局到凤鸣镇、关文镇、义兴镇、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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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双龙桥村开展乡镇志、村志编纂工作专项督查。1 月 9 日，南

部县地方志办公室召开《望月社区志》指导工作会，就志稿篇目

设置等进行探讨。1 月，宜宾市叙州区地方志办公室到高场镇指

导《高场镇志》编纂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2月 21日，宜宾市

翠屏区地方志办公室到双谊镇调研镇志编纂工作及地情资源挖掘

保护利用工作。2月 21日，筠连县地方志办公室赴镇舟镇马家村

指导《马家村志》编纂工作。2月 28日，江安县地方志办公室对

阳春镇《红花村志》进行篇目审核。1 月，广安华蓥市史志办相

继对《华龙街道志》《偏岩子村志》进行审核，并就编纂中存在

问题及下步工作交换意见。2月 22日，平昌县地方志办公室到龙

岗镇指导镇村志暨《平昌年鉴（2024）》（龙岗篇）编纂工作。1

月 30日，芦山县将乡镇（街道）志编纂工作纳入县政府督办事项，

以县政府办名义向责任单位发出县政府领导批示交办事项督办通

知单，明确交办内容、督办要求、主要责任人、节点进度及办结

时限，并要求责任单位于每月 23日上报编纂工作开展情况和进度

表。1月 9日、2月 18 日，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分别到飞仙关

镇、大川镇就镇志、村志编纂工作进行督导。1 月 9 日，木里县

党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中心邀请志书编纂专业人士赴俄亚纳西族

乡对《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大村志》编纂工作进行现场指

导，并召开篇目设置研讨会，围绕篇目大纲的结构、内容提出意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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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员培训 提升编纂能力

各地加强业务培训，提升编纂能力，确保志书编纂高效运转。

1月 25日，宜宾市叙州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召开镇、村志编

纂工作业务培训会，就编纂进度质量情况作通报，并围绕资料收

集、篇目设置、编纂镇村志需注意的问题等作业务培训。1 月 2

日，宜宾市南溪区召开《宜宾市南溪区志（2001-2023）》编纂工

作培训会，区政府党组书记主持会议，区直部门、乡镇、企业分

管领导和主要撰稿人参加编纂工作培训会。1 月 3 日，广安市前

锋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 2024年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启动

暨培训会。1 月 17 日至 19 日，岳池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分批次召

开培训会，对岳池县 2024年 12个有志书编纂任务的乡镇（街道）

和村进行编纂业务培训，就镇村志编纂规范、编纂方法及注意事

项进行讲解。1月 17日，平昌县召开镇（街道）、村（社区）志

编纂业务培训会，对全县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进度质

量作通报，表扬驷马镇等 7个单位为“全县镇（街道）、村（社区）

志编纂先进集体”，郑思村等 27人为“全县镇（街道）、村（社区）

志编纂先进个人”，并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并围绕镇村志的具体

写法、编纂镇村志的主要事项等开展业务培训。1 月，石棉县回

隆镇召开镇志编纂工作培训会，就资料收集等方面开展培训。

（综合各地地方志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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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积极推进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2月 22日，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广元市教育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广元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的通知》，积极推进广元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高度重视合力推进教育志鉴编纂工

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与市教育工委、市教育局负责同志交换意

见，分管负责同志多次上门沟通协调，就广元教育志鉴编纂工作

达成一致意见并印发通知。

《通知》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地

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教化育人、以

文化人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志工作部门共同的历史责任和神圣

使命。《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成立广元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领导全市教育志鉴编纂工作。各县（区）教育部门成立教育

志鉴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各级教育部门将教育志鉴编纂工作列入

专项计划，列支工作经费，确保教育志鉴编纂工作顺利开展。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攀枝花市西区主动作为彰显史志服务功用

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编纂中心深挖本地资源，打造三大模式，

积极为项目建设、特色规划、展览展出等提供资料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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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三线建设”模式。西区作为三线建设的原料供应基

地和工业发展基地，具有丰富的三线工业遗存。配合河门口街道

和区委组织部挖掘“三线建设”历史，指导街道出版《峥嵘岁月——

从三线建设一路走来的河门口》《河门口好家风》等书籍。拓展“背

水小道”等体验项目，配合打造以“三线建设”为核心内容的习风

园、初心园等参观项目。

“史志＋民俗节庆”模式。将史志与民俗活动结合，挖掘民

俗活动的文化内涵，联合区文旅局举办庄上村泼水节、金家村傈

僳族火把节等民俗活动，传承好民俗文化。

“史志＋文化宣传”模式。积极参加西区“三下乡”活动，发

放《西区历史》等资料。与区文广旅局、区文联加强协作，鼓励

创作本土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绘画等，为文艺创作提供史

志资料。将历史知识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之中，开展读书活动、

知识竞赛等；借助“苏铁剧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展示辖区

历史。

（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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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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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9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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