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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1年 7月 12日

编者按：2021年 7月 12日，《四川日报》第 11版“思想周

刊·天府新论”栏目发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陈建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文章《记录伟大

时代 履行“永载史册”光荣职责》，全文转载如下，供参阅。

记录伟大时代 履行“永载史册”光荣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

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

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以史化风浊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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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享有“地方百科全书”美誉，在我

国历史长河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存史镜鉴和政治参考作用。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

程中，地方志部门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为中心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的理念，充分发挥好“存史、育人、资政”的职能职责。

在志书编纂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地

方志书流传千古，更要从政治上着眼、在大局下考虑，慎之又慎、

细之又细地把好政治关。要严把史实关，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对待资料，确保绝对可靠、没有疏漏，力求准确无误。要守住讲

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对成绩不夸大，对教训失误不隐瞒，对

无定论的事物不妄加推测评论。要严把质量关。质量是志书的生

命，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严格志稿审核，规范编纂程序，确保志

书规范、准确。

忠实履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神圣职责。地

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及社会主义建

设、改革、发展成就“永载史册”“永垂青史”的载体。2014年 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

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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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为党

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是地方志部门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

责。因此，要在抓好综合志书编纂的同时，谋划编纂更多专门志、

专题志、图志等特色志书，多角度、全方位记录省委、省政府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全省人民进行美丽繁荣和谐四

川建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建设、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取

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进一步加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

要充分发挥地方志部门在保存历史、记录当代、传承文明、发展

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合作等方

面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在抓好志书编纂的同时，立足讲好四

川故事，传播四川声音，进一步加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为扩

大四川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助力四川全域开放

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



送：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常委，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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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7月 12日印发

（共印 6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