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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成都年鉴（2023）》入选“中国精品年鉴”

3月 20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公布第八批中国年鉴精品

工程“中国精品年鉴”名单，《成都年鉴（2023）》成功入选，成

为四川省首部市级中国精品年鉴。这是《成都年鉴》继 4次获评

全国特等年鉴后获得的又一殊荣，也是我省大力推进志鉴质量建

设的重要成果。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是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为加强地方综

合年鉴质量建设推出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评选标准严格，竞争

激烈，自 2017年评选以来，全国仅有 125部年鉴入选，其中副省

级及省会城市年鉴 10部。

《成都年鉴》创刊于 1987年，是成都市人民政府主管、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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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成都年鉴社编纂出版的市级地

方综合年鉴。自创刊以来，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不断

求“新”求“变”，适应人民需求，突出年鉴编纂的时代性、年度性、

地域性。

化繁为简 升格地域鲜活内容

创建精品年鉴要把握时代的潮流和脉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变化，《成都年鉴（2023）》篇目设置围绕国家战略部署和成都

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洞察时代特征，科学设置篇目，全书化繁

为简，将大篇结构调整为中篇结构，主体内容设 37个类目、328

个分目，全景展示 2023年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成都篇章的奋进

画卷。

存史资政 记录城市创新突破

年鉴是一面镜子。作为“存史、育人、资政”的城市百科全书，

《成都年鉴（2023）》始终坚持精准定位，在图版、特色类目、

篇目结构上刻画城市印记。

全书资料收集全面翔实，在内容上择大择重。精选年度大事

要事、时事新事，设置“特载”“专刊”，突出成都市年度特质。专

题图片设置“庆祝党的二十大召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成都这十年”等主题，以组图方式记载 2022 年度重大主题事件，

盘点成都进入新时代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成就。书中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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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入鉴。新经济产业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

经济形态，书中设置“新经济产业”等类目和“电子商务”“新兴服务

业”“信用体系建设”等分目，精选鲜活的事物、创新经验和重大举

措，记述成都市在全国、四川省的创新突破。

健全机制 严管流程确保质效

《成都年鉴（2023）》将质量意识贯穿年鉴编纂全过程。坚

持年鉴编纂出版规范要求，认真落实专家组提出的评审意见，建

立健全组、编、校、审、印全流程质量管控机制，加强和完善年

鉴编纂制度建设和流程再造。

一是强力推进组稿。编写提纲经反复论证，由市地方志办党

组会审定后向市直部门、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市属企事业单位，

中央、省直（驻蓉）单位，各区（市）县人民政府等 139 家单位

征集图文资料，确保组稿全面高效。

二是认真落实评审意见。按中国精品年鉴评审专家组四轮指

导意见，对文稿内容逐一进行增稿、删减、整合，多次向专家请

教存疑问题，共性问题进行全书通查统改，确保意见落实与编纂

技能提升同步推进。

三是严格落实审校责任。严把政治关、保密关、史实关、体

例关、文字关、出版关，建立年鉴社专业编校、组稿单位编写作

者、重点单位特约编辑、外聘专业审校人员４支队伍，按“三审三

校”流程开展多轮审校，确保差错率低于万分之零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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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瓶颈 提升年鉴使用价值

近年来，成都市地方志办始终坚持“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

民修志”的时代使命，把年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精心打造。《成

都年鉴（2023）》突破年鉴纸质传播瓶颈，选取重点条目制作影

音视频，设置扫码“观视频、阅资料”功能，丰富信息载体和资料

内容，实现图文与影音资料的多形式呈现。在“成都市情网”“成

都年鉴网”“成都方志云”“成都年鉴”微信小程序上刊载《成都年

鉴》网络版和电子书，实现关键词搜索、图文下载等可移动即时

阅读、查询功能，提升年鉴作为城市百科全书的存查使用价值。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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