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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四川各地积极做好

综合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审查工作

年鉴编纂篇目审查是提高年鉴质量的重要一环。近期，四川

各地地方志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实

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意见》《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

体系建设纲要（试行）》，积极做好综合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审

查工作，确保年鉴质量提升。

3 月 1 日，省地方志办印发《关于开展市（州）地方综合年

鉴 2024卷编纂篇目审查工作的通知》，部署全省综合年鉴篇目审

查工作，并组织力量对全省 21 个市（州）地方综合年鉴 20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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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篇目进行集中审查。4 月 10 日，正式向 21 个市（州）地方

志部门反馈审查意见，省地方志办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逐条梳理、

归类总结，对市（州）修改完善年鉴篇目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

性的意见建议，并要求各地对照审查意见，全覆盖查找同类型问

题，认真完成篇目修改。同时，要组织开展对所属县（市、区）

地方综合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审查工作，不断提高年鉴编纂规范

化、专业化水平。

4月 10日，省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四川年鉴（2024）》编委

会篇目审议会。办党组书记、主任，《四川年鉴》编纂委员会主

任陈建春主持会议。《四川年鉴》编纂委员会成员及《四川年鉴》

编辑部编辑参加会议。会上，《四川年鉴》编辑部汇报争创精品

年鉴的前期工作，介绍据专家及供稿单位意见建议修改后的篇目

情况。《四川年鉴》编委会成员分别就篇目稿提出 3方面的修改

意见：一是继续完善篇目结构，注重逻辑性与科学性；二是继续

优化分目和条目名称；三是进一步斟酌条目设置与内容需要。

成都市：3 月 31 日，成都市全面完成 22 部县级综合年鉴

（含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2024卷篇目审查工作。4月 18

日，组织评审专家对各区（市）县年鉴篇目审查中发现的共性问

题、易错问题进行集中讲评，并采取互动方式解答与会人员编纂

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成都市 23个县（市、区）区（含四川天

府新区、东部新区、高新区）年鉴总纂人员 60余人参加。成都高

度重视篇目审查工作，一是提前科学谋划，明确标准。年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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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审查工作列入《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工作

要点》，严格按照中、省要求，明确篇目审查标准。二是坚持问

题导向，答疑解惑。组织专家对各区（市）县篇目按标准逐项审

查，列出问题清单和解决意见，并通过建立微信群、召开集中讲

评会等方式，组织评审专家和区（市）县人员沟通交流，开展专

题讲解，集中解决篇目设置中的共性问题。三是突出督促整改，

重在落实。对每部县级综合年鉴形成书面审查意见，正式反馈区

（市）县，并加强检查力度，督促区县结合实际将专家意见落地

落实；审查意见逐一建档，作为次年篇目复核、质量抽查以及质

量评定重要依据之一。

自贡市：自贡市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力量对全市四区两县及

自贡高新区 7 部年鉴集中开展县级综合年鉴 2024 卷篇目审查及

2023卷质量抽查工作，并形成审查意见。在篇目审查方面，查找

出篇目排序不科学、内容缺漏、领属不当、内容交叉重复、标题

名称不规范等问题 50余个；在质量抽查方面，查找出装帧设计、

体裁、行文等方面的典型问题 130余个。针对查找出的问题，汇

总形成修改意见，并制订具体工作措施，推动问题整改落实见效。

一是逐一反馈、靶向治疗。将修改意见“点对点”逐一反馈给各区

县地方志机构，要求在 2024卷编纂过程中举一反三，认真研究吸

收。二是跟踪督促、推动落实。采取“回头看”方式，在区县年鉴

交付出版前组织开展质量复核，严格对照问题清单，逐一打表审

核通过，确保问题改到位。三是强化服务、巩固成果。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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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帮助区县解决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的疑点、难点问题，持续巩固

“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成果。

泸州市：1月 25日，泸州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

区县综合年鉴 2024 卷篇目审查、2023 卷篇目复核及内容质量抽

查工作的通知》，对审查方式、审查内容、审查意见撰写等提出

明确要求。首次采取“区县交叉审查+市级复审”方式，激发各区县

综合年鉴编纂人员主观能动性。目前，7 个区县已基本完成交叉

审查，市地方志办正组织业务人员开展复审。

德阳市：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通过交叉检查、集中审查和反

馈沟通三项措施推动年鉴篇目审查工作走深走实。开展交叉检查。

安排所属 6个区（市、县）两两互相开展交叉检查，采取年鉴编

纂水平高低搭配的方式，让低水平地区学习借鉴其他地区优点和

长处，促进自身综合年鉴篇目设计和编纂能力提升。开展集中审

查。由分管领导牵头，组织相关业务骨干学习《四川省综合年鉴

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试行）》等文件，吃透精神和年鉴编纂相关

要求，再对县级综合年鉴 2024卷篇目开展集中审查，重点审查分

类是否合理、领属是否得当等问题，确保向精品年鉴看齐。及时

反馈沟通。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由分管领导牵头进行汇总分析，

及时将相关情况点对点反馈给各区（市、县），并对如何改进提

高进行提示，对下步年鉴编纂工作提出新要求，促进相关问题整

改落实。

绵阳市：2023 年 11 月，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多次召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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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议，研究讨论《绵阳年鉴》2024 年卷编纂篇目。2023 年 12

月底，印发《2024年卷编写篇目及任务分配方案（征求意见稿）》，

得到许家康、王守亚等全国知名年鉴专家悉心指导，同时向全市

各参编单位征求意见，收到书面反馈意见 50余条，电话反馈意见

40余次，不断优化年鉴篇目。2024年 1月，绵阳市启动县级年鉴

审查工作，成立韩贵钧任组长、万晓翠任副组长、业务骨干为成

员的审查工作组，对 9 个县（市、区）综合年鉴 2023 卷和 2024

卷分别进行篇目复核、质量检查和篇目审查。2024年 3月 21日，

召开县（市、区）、园区年鉴审查意见交流会，通报篇目审查情

况，在 2023卷质量审查和篇目复核中，共形成书面意见 280余条

（不含书中批注），在 2024卷篇目审查中，共发现问题 350余个；

会议邀请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地情资料编辑部部长、《武

侯年鉴》副主编徐敬国，就年鉴质量抽查和篇目审查情况作交流

指导，并结合年鉴编纂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讲解；各地针对复

查和审查出的问题与专家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

广元市：广元市切实做好篇目审查工作。一是明确篇目审查

时间。要求各县（区）在 2月底前报送综合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

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3月召开审查会议，形成书面审查意见反馈至

各县（区）。二是明确篇目审查重点。重点审查框架结构完整性、

篇目设置科学性、详略分布协调性、重要工作年度性、辑录内容

地方性、条目编写合理性等 7方面内容。三是明确篇目审查程序。

审查组成员先各自对 7个县（区）的编纂篇目进行独立审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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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出审查意见，再召开专题会议集中讨论确定，最后形成书面

审查意见。市地方志编纂中心按审查工作要求，组织审查组成员

于 3 月 18 日前完成独立审查工作。3 月 22 日，召开全市县区综

合年鉴 2024 卷篇目审查会议，通报各县（区）综合年鉴 2024 卷

篇目审查情况。3月 27日，形成书面审查意见，印发《关于县（区）

综合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审查情况的通报》，提出 7个共性问题，

103条具体意见建议。

遂宁市：遂宁市积极组织开展县（市、区）综合年鉴 2024卷

篇目审查工作。一是精心组织、成立审查小组。市地方志办组建

以业务科室为主、方志专家库成员为辅的县（市、区）综合年鉴

篇目审查工作小组，采取“报上来、走下去”方式，开展篇目审

查。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审查质量。审查小组成员分别审查

各县（市、区）综合年鉴篇目，提出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小组

审定。经审查，各县（市、区）综合年鉴 2024卷篇目存在标题不

当、分类不科学、内容不全、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不鲜明、内视

信息较多 5类问题，针对性提出修改建议 60余条。三是强化督促

指导，落实修改情况。市地方志办以审查工作为契机，赴船山区、

安居区、大英县督促指导综合年鉴篇目修改工作，要求各县（市、

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将修改后的篇目报市地方志办编审科备案。

内江市：4月 25日，内江市召开地方综合年鉴卷编纂篇目专

家复审会，对市、县（市、区）2024年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开

展复评工作，内江市年鉴编纂专家组全体成员参加评审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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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逐一审核市、县（市、区）地方综合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提

出修改意见 40 余条。5 部县级年鉴中，有 4 部年鉴 2024 卷编纂

篇目复审通过，1部年鉴 2024卷编纂篇目复审未通过，已责成相

关史志部门和指导专家修改后再审。

乐山市：乐山采取分组负责方式，开展对所属县（市、区）

地方综合年鉴篇目审查，累计反馈近 100个问题，于 3月 29日以

“发点球”方式将审查意见反馈到各县（市、区），同时要求各县

（市、区）对照审查意见，结合实际修改完善年鉴编纂篇目，再

发市地方志部门审核，并对采纳修改情况书面回复意见，力争做

到应改尽改，不断提升质量。

南充市：4月 16日，南充市首次通过视频方式召开县（市、

区）综合年鉴 2024年卷编纂篇目审查工作会议，南充市方志馆设

主会场，9 个县（市、区）地方志部门设分会场。对标对表开展

自查。会上，南充市 9个县（市、区）地方志部门分别结合自身

实际，对照精品年鉴，对年鉴篇目设置的分类、领属、层级、逻

辑、标题等方面进行自我审查。直面问题进行他查。为客观真实

查找问题，本次会议分 3个小组进行交叉点评，累计提出问题和

建议 33条；他查直奔主题、直面问题，打破县（市、区）综合年

鉴篇目设置的常规思维和固有观念，对提升综合年鉴编纂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宜宾市：3月 27 日，宜宾完成全市 10个县（区）2024 卷综

合年鉴篇目审查工作，提出约 100条具体意见建议，书面反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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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宜宾市年鉴篇目审查工作于年初启动，组建市地方

志办分管副主任、年鉴编纂科负责人、外聘专家等为成员的审查

组，并设置专家初评、业务科梳理整合评审意见、审查组组长复

审的评审流程。对照中、省有关地方综合年鉴质量要求的规定，

结合“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成果，明确评审标准。3月下旬，形成

审查意见定稿，反馈给各县（区）地方志部门。截至目前，宜宾

市县（区）综合年鉴篇目审查工作已连续开展 5年，对推动所属

县（区）综合年鉴质量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广安市：3 月 21 日，广安市召开县级综合年鉴 2024 卷编纂

篇目审查会议，通报各县（市、区）2024卷年鉴编纂篇目审查结

果，组织讨论《关于提升县级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通知》。市地

志办干部职工及各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年

鉴编纂业务人员参加会议。4月 11日，召开《广安年鉴》2024年

卷篇目研究讨论会，通报争创中国精品年鉴进展情况和中国精品

年鉴专家指导意见落实情况，解读《广安年鉴》2024年卷篇目需

修订的重难点及编纂方法，供稿人员对供稿过程中的经验和存在

困难进行交流。

巴中市：3月 7日，巴中市召开地方综合年鉴 2024卷篇目审

查及年鉴编纂工作推进会，对市、县（区）地方综合年鉴 2024卷

篇目进行逐一审查，点对点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全市各县（区）

地方志部门分管领导及年鉴编纂人员参会。

雅安市：3月 26日，雅安市召开县（区）地方综合年鉴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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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篇目审查暨 2023卷篇目复审和质量抽查意见反馈会，集中反馈

8个县（区）地方综合年鉴 2024卷篇目审查和 2023卷篇目复审、

质量抽查意见。年鉴篇目审查人员、各县（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负责人和市县两级年鉴编辑人员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就 2024卷年

鉴在框架结构、图表版式、行文规范、严把“六关”等方面进行专

题讨论，就 2023卷年鉴编纂出版方面存在的问题交换意见。

资阳市：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认真组织开展县（区）年鉴

2024卷篇目审查工作。一是成立审查小组。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

长，方志编修科负责同志等为成员的年鉴篇目审查小组，统筹开

展县（区）年鉴篇目审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明确审查重

点。重点审查篇目结构体系是否完整合理、年鉴资料组成部分是

否有缺漏、篇目大纲设计是否有深度、年度特色是否充分体现。

三是明确审查方式。审查小组开展集中审查，成员分别提出审查

意见，审查小组逐一明确是否采纳审查意见，并对相似意见进行

整合。召集各县（区）地方志办开展交叉互查，针对集中审查和

交叉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研究，促进相互学习提高。

四是严格审查标准。对标中、省精品年鉴篇目，提出各类审查意

见 33条，以书面形式反馈各县（区）地方志部门，把好篇目审查

关口。4月 28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赴乐至县地方志办公室，

召开年鉴篇目审查交流会，通报《乐至年鉴（2024）》篇目审查

书面意见，面对面交流改进提升方法。

阿坝州：阿坝州综合年鉴篇目审查采取“试点先行、片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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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发展”方式进行。4月 8日，阿坝州召开地方志片区工作会议，

马尔康市、金川县、小金县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参会。会

上，州地方志办年鉴科、3 个县（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就综合年

鉴 2024卷篇目开展互评。州地方志办逐一审查 3个县（市）综合

年鉴 2024卷篇目，在综合互评意见的基础上，“点对点”提出审查

意见，指出修改完善方向，重点就小金县申创、金川县预备申创

州精品年鉴提出篇目设置意见。

甘孜州：3月 8 日，甘孜州印发《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关于

开展县（市）地方综合年鉴 2024 卷篇目审查及 2023 卷质量抽查

工作的通知》，明确采取县（市）交叉互审方式，对年鉴篇目设

置、内容编排、文字表述、图表使用等进行审查抽查。4月 15日，

甘孜州全面完成县（市）地方综合年鉴 2024 卷篇目审查及 2023

卷质量抽查工作，提出 97条意见建议，其中篇目设置方面 55条、

行文规范方面 42条，以“点对点”方式将审查抽查意见反馈到各县

（市）地方志办公室。

近期，盐边县、泸县、德阳市旌阳区、德阳绵竹市、绵阳市

游仙区、绵阳市安州区、三台县、北川县、盐亭县、梓潼县、广

元市朝天区、旺苍县、剑阁县、乐山市五通桥区、井研县、蓬安

县、宜宾市叙州区、广安市前锋区、广安华蓥市、巴中市巴州区、

巴中市恩阳区、通江县、荥经县、安岳县等地方志部门积极召开

综合年鉴 2024卷篇目研讨会，对年鉴篇目进行审核研讨。

〔综合市（州）及县（市、区）地方志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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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地方志系统

积极参与蜀道文化研究及文旅开发工作

为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积极参与绵阳蜀道

文化研究及文旅开发工作，助力四川省大蜀道文旅品牌建设。

认真开展蜀道文化资源调研。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组织蜀道文

化资源较为集中的梓潼、游仙、平武、三台等县（区）地方志部

门联系协调文旅部门，对绵阳市主要涉及的金牛道、阴平道、米

仓道三条古蜀道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调研，形成《关于绵阳市蜀

道文化资源的报告》，对绵阳市蜀道文化资源概况、地方志书中

关于蜀道资源的记载、蜀道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梳理，

结合绵阳实际，提出进一步做好蜀道文化研究和文旅开发的工作

建议。该《报告》被绵阳市社科联期刊《绵阳论坛》采用，为上

级领导决策及全市社科界开展蜀道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致力开展蜀道文化资源挖掘和研究工作。近年来，市地方志

编纂中心通过编纂出版《绵阳古建》《绵阳名山》《绵阳故事》

等地情普及读物及《绵阳市名镇志》《绵阳市传统村落志》等史

志书籍，从文物古迹、旅游名胜、历史故事、古镇古村保护等角

度，对绵阳市境内的蜀道文化资源进行梳理、挖掘和宣传。2024

年 2月，参加市社科联召开的绵阳市蜀道文化研究座谈会，向会

议推荐全市史志专家人才，为绵阳市蜀道文化研究建言献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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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导蜀道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梓潼县积极开展古蜀道和翠云

廊文化的发掘研究，编纂出版《七曲神韵》等专题史志书籍，撰

写多篇研究论文，积极参加省内外蜀道文化专题研讨活动。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蜀道文旅产业开发工作。2024年 3月，

应市文广旅局要求，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参与论证和审定《绵阳市

大蜀道旅游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同时，作为责任单位

之一，参与绵阳市大蜀道资源保护工程和旅游产品体系建设工程，

具体承担古蜀道翠云廊三国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和研学旅游基地建

设任务，为绵阳蜀道文旅产业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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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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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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