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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4月 26日

【市州动态】

德阳市积极提升年鉴编纂质量

今年以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树牢质量第一意识，从篇目

设置、大事月记、资料收集、稿件审核 4方面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提升年鉴质量。

双向互动 实现篇目设置科学化。科学设置年鉴篇目，是做好

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的基础。以往年鉴编纂过程中，均由地方志办

拟定编纂篇目，后下发组稿通知，由组稿单位根据拟定篇目提供

相关资料。今年，德阳根据机构改革、职能调整等实际情况，打

破常规篇目设置及编纂方法，分层次全覆盖召集参与组稿部门深

入座谈，详细了解部门职能职责变化情况，研究讨论篇目设置并

延伸讨论条目设置，实现年鉴篇目设置由单方制定向双向互动转变。

同向发力 实现大事月记高效化。大事记是年鉴中重要部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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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年鉴中起纵向的提纲挈领的作用。德阳市委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大事记工作，常委会亲自研究作出部署，要求按月全面开展

全市大事收集、梳理与编印。德阳市地方志办与市委办、市政府

办密切协同、整体作战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先后建立报送联系指

导制度、日常收集整理制度等，推动各地各部门做到随收随整，

文字图片一并处理，每月初即报送上月大事，大大提升大事收集

的全面性、准确性。

多元供给 实现资料收集全面化。德阳年鉴在对全市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资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的同时，

拓展资料收集渠道，加强对新业态、新领域的年度信息进行收录

和记述。除向市县两级有关部门、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央国

企等组稿外，还同德阳日报社、德阳摄影家协会合作收集大事要

事照片，并扩大收集范围面向社会，如向家政、物流、房地产等

10余个行业协会收集资料，德阳年鉴各类供稿单位达 150余家，

近 300人参与撰稿，实现年鉴资料由单一来源向多元供给转变。

多方参与 实现书稿审核精细化。书稿审核是年鉴编纂的重要

工作，也是提升年鉴质量的核心环节。以往年鉴纂稿完成后，通

常由编辑、副主编、主编及编委会按流程进行相关审核校对，组

稿单位在初稿上报完成后，很少再参与相关修改和审核工作。德

阳市地方志办创新多方参与编纂模式，与组稿单位建立常态反馈

沟通机制。除在组稿前沟通外，在年鉴初稿修改完善和年鉴总纂

完成后，将稿件再次返回组稿单位进行核稿和最终审稿，促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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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单位全流程参与编纂，全面提升年鉴成书质量。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泸州市史志部门与市社科联

签订深化合作框架协议

4月 16日，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与泸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签订深化合作框架协议。就“决策咨询

共推、文化特质共研、学术活动共办、研究项目共创、宣传教育

共行”5项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续将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分管领

导，落实责任科室，强化日常沟通，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合作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构建“大史志”工作格局迈出

新步伐。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南充市方志馆举办《三国志》主题读志活动

4月 20日，南充市方志馆举办《三国志》主题读志活动。这

是南充市方志馆开馆以来，首次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举办的读志

活动，旨在让更多的南充人在书中了解家乡历史文化，留下深厚

的“南充记忆”。近 50位来自南充社会各界的三国文化爱好者参加

活动。

截至目前，南充市方志馆共藏有南充境内旧志古籍（点校、

影印版）20 余册，年鉴地情书近 30000 册，家谱族谱 70 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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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资料 50000余张，视频资料 200件，数字资料 1000余件。为持

续发挥方志教化育人功能，一些文字晦涩难懂的志书，如《蓬州

志》《顺庆府志》《保宁府志》等已重新注释，用当代人喜闻乐

见的语言进行表达。如今，已建成包括仪凤街小学校园分馆在内

的 5个市地方志分馆；市方志馆也与市社科联、西华师范大学等

单位（高校）共建教育基地 10 个，已吸引 8000 余人次进馆、进

教育基地看志、读志。 （南充日报社）

雅安市积极推进

《雅安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3）》编纂

为忠实记录雅安市直各部门（单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雅安的有关举措和成效，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年初将市直部

门（单位）大事记编纂工作列入年度重点工作，并于 3月印发《关

于报送 2023年度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的函》，明确编写规范，

包括字数要求、时间断限、收录范围和内容、体裁要求、记述要

求和行文注意事项，全面启动《雅安市直部门（单位）大事记

（2023）》编纂工作。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凉山州启动新一轮乡镇（村）志编纂工程

凉山州史志办认真落实州委《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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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会重要部署责任分工方案〉任务清单》工作部署，把深入推

进乡镇（村）志编纂作为落实任务清单提出的“保护传承农耕文明，

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利用

力度”的重要抓手。

一是新一轮编纂规划体现两个结合。认真总结上一轮编纂工

作经验，围绕任务清单的核心要求，实现编纂规划与“历史文化底

蕴相对深厚、发展条件和辐射带动相对较好的地区”相结合，与

“州、市县工作重点发展区域”相结合，动态调整，将目前暂不适

宜启动编纂的乡镇（村）调整出来，集中力量，加快推进优势乡

镇（村）的志书编纂工作。新一轮编纂规划乡镇志 144部、较上

一轮规划减少 37部，村志 65部、较上一轮规划增加 6部。

二是树立编纂标杆促交流提高。认真总结上一轮编纂成效较

好的会东、冕宁、喜德、雷波、甘洛、木里 6县的编纂工作经验，

推广交流，推动县（市）平衡发展。同时把雷波县《黄琅镇志》、

喜德县《冕山镇志》作为创新工作试点，纳入 2024年度州政府对

地方志工作的创新考核内容。

（凉山州史志办公室）

广汉市史志部门与市教体局

共商教育系统史志文化宣传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教育系统史志文化宣传工作，4月 22日，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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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市党史办公室到市教体局对接史志文化宣

传、校志编纂等事宜。市教体局介绍目前各类学校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情文化宣传工作情况，市党史办公室、

市地方志办公室就史志文化宣传阵地选择、宣讲员队伍建设等方

面提出建议。三方就工作步骤和方法、近期工作任务和长远目标

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会商交流。

（广汉市地方志办公室）

剑阁县扎实推进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廊建设

今年以来，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加快构建“大党

史”“大方志”工作格局，围绕“建好线路、搞好活动、抓好研究”多

措并举扎实推进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廊建设。

抓好精品史志文化线路建设。深度挖掘剑阁县史志文化资源，

精心打造“红色文化”“蜀道文化”“古树名木文化”“名人文化”“特色

民俗文化”5条精品文化路线，对大蜀道廉洁文化基地展示馆展陈

进行审核审读，深度参与大蜀道博物馆文化策划工作，指导秀钟

乡青岭村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协助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馆提升改

造，专班推进剑门关高级中学校史馆建设。同时，与昭化、朝天

等县区共同谋划县（区）域联动文化线路建设。

抓活特色史志文化活动开展。深入调研指导普安镇锯山垭“大

肉会”、杨村傩戏、白龙花灯、高观皮影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深

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非遗活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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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史志专家主创、编排“点树交印”古制巡演，参与非遗表演等

活动，借力传统节日、文旅节会掀起传统文化传播热潮。深入开

展史志“七进”，组织市县史志专家编排《剑门灯舞操》并在全县

中小学生课间操推广，开展“万名学子诵读《蜀道难》”活动，举

办史志讲座进机关、进学校专场活动 3场。

抓实专题史志文化课题研究。联合剑阁县社科联、剑阁县蜀

道文化联合会召开史志课题研究专题会议，谋划 2024 年课题研

究，现场递交意向性选题 16个。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

树名木保护”“城乡融合发展”等开展专题研究，以《翠云廊对坚持

正确政绩观的启示》研究成果助力翠云廊建成广元市干部正确政

绩观教育基地。

（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

《绵阳年鉴（2023）》电子书二维码上线

4 月 9 日，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编纂、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绵阳年鉴（2023）》正式上线电子书二维码。读者可通过微信“扫

一扫”二维码即可查阅。该电子书设置目录导览、全文搜索等功能

键，方便读者轻松快捷浏览《绵阳年鉴（2023）》资料，进一步

拓展年鉴阅读方式，增强年鉴实用性，提高年鉴传播力和影响力。

《绵阳年鉴》创办于 1996年，曾连续四届荣获中国版协主办

的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质量一等奖。2022年卷入选中华人

民共和国志鉴系列精品图书；2023 年卷为连续出版的第 2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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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类目 36个、分目 273个、条目 1700余个，图片 234张、表格

97 张，共计 125.5 万字，系统记载绵阳市实施“五市战略”、加快

建设中国科技城、全力打造成渝副中心的新成就，并成功入选首

届“四川省精品年鉴”。

为加大地方志资政存史力度和推介传播广度，2016年绵阳市

先后创办首部以科技城为主题的市级专业年鉴——《中国（绵阳）

科技城年鉴》和综合年鉴简本《绵阳市情》；2023年正式上线绵

阳史志全文数据库，对外共享各类文献资料电子版、历史图片、

地情文章及视频资料。通过 28 年的不懈努力，绵阳市实现了“一

年一鉴”到“两鉴一书一网一库”的升级，步入大小载体互鉴、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省委宣传部，教育厅，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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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6日印发

（共印 2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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