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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风雨兼程六十载 转型发展谱新篇

——四川新方志事业 60年

2020 年，是四川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 60 周年。回顾新

方志的第一个“甲子”，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领

导下，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配合、热情参与下，四川地

方志工作切实转变“闭门修志”观念，破除“一本书主义”，主动融

入改革发展大潮，与时代同频共振，在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上展现了方志担当，实现了方志作为，

以转型发展谱写了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

一、坚强领导，方志发展保障有力

1960年 6月，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成立，正式拉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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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序幕。1972年，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

会被撤，并入四川省社科院。1981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恢复成

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这一年是四川新方志发展的转折之

年，自此起，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均由常务副省长担任，

为新方志编修提供了组织保障。2003年 7月，全国首部地方志工

作法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2007年 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18号发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2013年 11月，《四川省地

方志工作条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2018

年省级机构改革中，四川省委编委将“史志编纂”职能列入涉改部

门“三定”规定，依法治志格局逐步形成。这期间，中共四川省委

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分别于 2001 年、2015 年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领导层面和制度顶层设计的支

持，为新方志事业规划蓝图变为发展现实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众手成志，方志事业硕果累累

不断发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众手成志编纂模式，地方志事业成果丰硕。

2000年左右，四川完成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全省编

纂出版志书 10280部 10348册（包含部门志、乡镇志、厂矿志、

山水志等），其中，《四川省志》1种 63卷 79册，市（州）志 9

种 77册，县（市、区）志 168种。第一轮《四川省志》编纂出版，

结束了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以来 184年四川无完整编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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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四川省志》的历史。

2020年，是四川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收官之年，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四川省志（1986—2005）》已出版 66部，

市（州）志出版 16部，县（市、区）志出版 174部；年鉴编纂方

面，1 部省级综合年鉴、21部市州综合年鉴、182 部县级综合年

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理论研究和制度规范上，不断总结

第一、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实践经验，先后制定《四川省第二轮

市县级志书编纂规范》《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审查验收办法》

《〈四川省志〉各分卷审查验收办法》《四川省地方综合年鉴工

作管理办法》《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等，

四川方志理论研究和制度建立，从摸索前行到逐步规范。

三、深化服务，创新拓展成效显著

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我们切实破除传

统地方志工作重“存史”，轻“为用”的观念，着力实现“存史、育人、

资政”三大功能。

一是方志成果趋于多样性。在三级志书编修主业基础上，新

增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山水名胜古迹志等编修；年鉴方

面，新增行业年鉴、部门年鉴、专业年鉴，更为系统、全面记录

各地各部门各项事业发展历程。

二是方志工作体现服务性。创办《资政参阅》，为党委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创办《四川要闻》，记录四川每周发生的大事要

事、取得的发展成就；结合时政热点、舆论焦点、群众关注点，

整合优势资源，编纂出版特色志书，组织撰写文章；建立方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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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宣传基地，打造方志文化服务中心，更好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三是方志传播凸显大众性。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借助现代传

媒手段，将方志文化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整理开发。扩大传播

途径和方式，加强与权威媒体的联合协作，壮大方志四川“两微五

号一网一台一刊”新媒体宣传矩阵，形成“报纸上有稿、电视上有

影、电台里有声、新媒体上有互动”的立体传播格局，方志文化走

出深闺，走近社会，走入百姓。

回顾 60年发展历程，四川地方志在探索中前行，在创新中发

展，为保存四川历史记忆、传承弘扬巴蜀文明、助力文化强省建

设、服务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使命呼唤新担当。面对新形势下地方

志工作实际，四川地方志工作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一方之全史”的责任感、使命感，

深入践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历史使命，以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提升“三个服务”水平为抓手，

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竭力为服务省委“一干多支”战略

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实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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