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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0年 6月 23日

【特别关注】

四川省地方志办 重庆市地方志办
签署深化川渝地方志工作合作 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协议

6月 19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在重庆召开座谈会，签署《深化川渝地方志工作合作 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协议》。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任陈

建春、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文海出席会议并致辞。

陈建春在致辞中指出，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川渝地方志合

作进入了全新阶段，两地地方志部门要树立“一家亲”的历史观、

“一体化”的合作观、“一盘棋”的共赢观，唱响“融入之歌”，弹好“协

作之调”，做足“发展之功”，做川渝两地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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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海在致辞中表示，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好时机，

川渝两地地方志部门要携起手来，加强成渝共同文化基因的挖掘、

共同人文精神的提炼、共同文化认同的塑造，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明确在构建协作机制、推进项目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等六大方面深入合作。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川渝地方志工作创新协作机制，

研究联合开展事关川渝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志工作事项。

二是建立业务合作机制，推动跨区域重大地方志项目合作，

探索联合编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川东红色武装

斗争志》《巴蜀一家亲》等文化产品，启迪巴蜀儿女自强奋进。

三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川渝两地地方志部门新媒体刊

载信息相互自由抓取选用；加强纸质媒介交流力度，拓宽《重庆

地方志》《巴蜀史志》等志鉴成果的组稿、赠阅范围；做好《重

庆地方志简报》和《资政参阅》的专题选取和组稿。

四是开展川渝两地方志馆联合展览，支持川渝地区方志馆进

行互展活动，广泛开展藏品、实物借展、联展工作；在重庆、四

川各选择 1—2所高等院校，建设重庆市、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

在高校打造方志文化服务中心。

五是深化理论研究，充分利用地方志学会平台开展学术交流；

加强互学互鉴，推动扶贫开发志、重大突发事件专志、交通志等

重大专题志书、年鉴编纂的交流互访，互派人员参加两地举办的

业务培训；支持具备区位优势、研究基础的高校、科研机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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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建设巴蜀方志研究中心。

六是形成发展合力，积极参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

在景区、景点打造中厚植文化内容；推动业已推出的川渝特色志

书通俗性转化和音频转化；将川渝两地地方志成果纳入“六进”活

动内容，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

会上，双方还就近年来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互赠地方志书 21种 365册。重庆市地方志办还向四川省地方志办

赠送了珍贵的 1952年西南军区区划图。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行、机关党委书记邓瑜、

副主任陶利辉，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夏小平，四川省、重

庆市地方志办各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遂宁市召开综合年鉴（2020）篇目评审会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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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6月 18日，

遂宁市地方志办召开县（市、区）综合年鉴（2020）篇目评审会，

对 5个县（市、区）综合年鉴（2020）篇目进行评审。市地志办

及县（市、区）年鉴编纂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县（市、区）地志办年鉴编纂工作汇报，并逐

一进行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督促抓好整改落实，为如期高质

量完成“两全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遂宁市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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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第五批乡镇志、部门志完成印刷出版

6月 18日，大竹县第五批乡镇志、部门志 9部志书由团结出

版社印刷出版，分别是《大竹县清河区志（1911—2001）》《大

竹县清河镇志（1912—2012）》《大竹县周家区志（1911-2001）》

《大竹县周家镇志（1911—2012）》《大竹县观音区志（1911—

2001）》《大竹县观音镇志（1912—2012）》《大竹县永胜志（1911

—2012）》《大竹县城西乡志（1912—2012）》《大竹县发展改

革志（1911—2012）》9部。该系列丛书忠实记录乡镇、部门从

1911年（或成立）以来发展变化、成果经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大竹县地方志办）

成都首部社区战疫实录《送仙战疫 77天》出版

近日，成都市首部社区战疫实录书籍《送仙战疫 77天》以内

部印刷形式出版发行。全书共 2万多字，收录照片 200余幅，客

观详实记录了成都市青羊区送仙桥社区战疫 77天的点滴经过与

历程，真实展现了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日夜坚守、全力防控，

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防线的全过程，较好发挥存史作用。

（成都市青羊区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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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送：省直各部门，各市（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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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 6月 24日印发

（共印 2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