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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编者按：解放思想天地宽，创新引领事业兴。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

心在认真查找自身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大力解放思想，突破闭门修志思

维格局，对标中指办及省地方志办要求，提出建一流队伍、铸一流精

品、办一流活动、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的目标，坚持服务中心大

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通过赋能一体化联动推

进、课题一体化联动实施、活动一体化联动开展、纾困一体化联动进行

的方式，正在探索一条市县区“1+7”史志一体化联动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的做法值得全省地方志部门学习借鉴。

努力谱写广元人民精神共富的史志华章

——广元市县区史志一体化联动发展成效凸显

今年以来，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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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全市“拼经济搞建设”中心大局及“1+4”文件部署，针对厚重

特色研究资源碎片化、高精尖专史志研究力量薄弱、业务攻坚条

块分割、精品成果不多、干部开拓创新理念融合发展理念不强、

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效率不高、要素保障乏力等问题，坚持

“忠诚立室、学习兴室、研究强室、依规治室”，围绕建一流队

伍、铸一流精品、办一流活动、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工作目

标，强化政治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结果导向、机制导

向，践行新发展理念，通过赋能一体化联动推进、课题一体化联

动实施、活动一体化联动开展、纾困一体化联动进行，厚植情

怀，深耕史志，凝心对靶，精准施策，正在探索一条市县区

“1+7”史志一体化联动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多维度联动史志赋能 扎实锻造过硬新队伍

为锻造笔力独扛的“钢班子”“铁队伍”，聚焦“为何赋能”“谁来

赋能”“怎样赋能”，组建“草根化”赋能队，拟定“接地气”赋能题，

开展“小讲台”赋能会，努力使“小人物”组成“大队伍”，“小段子”

讲出大道理，“小场合”实现“大覆盖”。制定《广元市史志系统干

部赋能培训规划》，拟出 60 余个针对性较强的涵盖基本理论和

主体业务的讲授专题，室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和外聘专家学者轮流

授课。借助钉钉、腾讯会议等新媒体技术，与县区史志部门和史

志人才实时联网赋能。着力推进干部职工学习、支部学习、理论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2002/t20200225_212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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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组学习、史志重点工作推进会现场学习、史志“七进”现场推

进会跟踪学习、线上指导学习。组织市县区史志干部集中收看

“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启动会暨 2022 年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研讨

会、第七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会。截至目前，已培训 30 余场

次。首次组建 62人的市县区史志人才库。史志干部通过“学习强

国”、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文献网及四川党史、方志四川等网站和

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坚持每天常态化学习。先后派出 100 余人

次赴党校、本地乡镇及外地学习。

通过调研学习、集中培训、以会代训、专题研讨、现场推

进、社会实践和史志书籍编纂、重要课题研究、特色文化打造、

史志学术研讨、史志纪念活动、特色古籍资源管理挖掘保护利用

等方式和平台，史志干部和史志人才的信仰在攻坚中得到淬炼，

能力在实战中得到提升，力量在合作中得到汇聚，共识在研讨中

得到升华，精品在打磨中得到铸就，史志实践成为史志干部和史

志人才人生赋能最有力最有效最成功的“临门一脚”，一支“想干

事”“能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史志干部

队伍正在锤炼“出炉”。

一体化实施史志课题 凝心打造特色新精品

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大局和主责主业，围绕“三服务”，讲好广

元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将《年度县区史志工作任务分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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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征研”“志鉴编审”“史志宣传”等所有子项，作为市县区一体

化联动“规定动作”。各县区结合自身特色经济、特色文化、特色

历史、特色古籍资源等内容开展的课题研究和编纂工作，作为市

县区一体化联动“自选动作”。为增强联动课题遴选的广泛性、针

对性、特色性，专门从全市红色历史遗址遗迹、2A 以上景区、

重要园区筛选出近 600 个子课题供选择。今年 40 项年度目标任

务有 24 项实行市县区一体化联动，占比 60%。明确规定和细化

了课题内容、联动措施要求、完成时限，采取市室统筹、县区主

抓，分类指导、专题落实，特色切入、以点示范，抓“两头”、促

“中间”，月督办、季通报，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等举措，确保质

量第一、效率优先。特色专报《广元市：借党史学习教育东风

实现“十四五”发展开门红》在《半月谈》杂志 2022 年第 10 期刊

发，《创新路径办实事 亮单纾困暖民心——广元市“我为群众办

实事”出实招见实效惠民生》在省委宣传部《政工论坛》2022 年

第 2 期刊发；《让厚重文化滋养心灵 用历史智慧助推发展——

史志“七进”工作的调研与建议》《广元市史志机构队伍情况调研

报告》等文章获市委主要领导批阅。协助撰写近 4万字的中共四

川党史展览馆四川新时代展陈大纲，得到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

研究室领导充分肯定。征集《中共广元执政实录（2021）》《广

元年鉴（2022）》《红军从广元出发长征》及抗美援朝运动广元

资料以及大事记、小康建设、脱贫攻坚广元资料、川陕苏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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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建设、抗震救灾、广元苏维埃、“两路”精神、《广元市党代会

资料集（第五次至第八次）》《政府工作报告（2005-2021）》

《广元人民的优秀儿女—彭堃墀院士相关情况》等资料 1000 余

万字、图片 200余幅，初步完成汇编。协助市委党校精选广元市

100 个红色经典故事编纂成《红色广元干部教育培训经典故事丛

书》。志鉴编审进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编纂出版《广元市历史

沿革及历史人物简明读本》；《广元年鉴（2022）》已移交出

版，《中共广元执政实录（2021）》和 7 部县区执政实录、7 部

县区综合年鉴及《红四方面军从广元出发长征》等编纂工作正按

时序推进。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和部门志、特色志编

纂工作按规划推进，《金仙镇志》等 8部乡镇志进入编纂修改阶

段，《观音店乡志》等 2部乡镇志进入审查验收阶段，《鸳鸯镇

志》等 2部乡镇志完成审读即将付印，《竹园镇竹园坝社区志》

等 2部社区志已出版，《剑门关豆腐图志》《苍溪猕猴桃图志》

《青川山珍图志》《柏林沟古镇图志》等地方特色图志已启动编

纂，旺苍县《米仓山茶鉴》已出版。

扎实联动开展广元革命先烈英名寻访工作，累计寻访到广元

籍参加红军的革命先烈 52874 名，比 1987 年掌握的 47316 名净

增 5558名，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史料得到即时补证。

按市委“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战略部署，

正推动跨区域重大史志项目合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深化川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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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区域学术交流，主创大蜀道史志文化走廊，创建嘉陵

江流域（广元段）史志文化走廊，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圈史志文化

建设，积极构建川陕甘结合部史志文化中心，探索建立相关区域

（流域）史志资源共建共享共融共兴机制。结题一批、实施一

批、储备一批、涵养一批的梯次布局、压茬推进的广元史志课题

集群体系日臻形成，广元史志人正以“绣花”功夫，联手精针细织

广元特色地域文化的“珠玑”字“锦绣”篇。

同步化开展史志活动 充分彰显融合新效应

坚持重要史志活动市县区同步谋划，同步参与，同步推动，

同步宣传。报请市委以市委办名义印发全市史志“七进”工作方

案，与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等“七进”牵头部门联手，一体

联动推进史志“七进”，先后召开全市史志重点工作和史志“七进”

工作推进会。建成微型广元史志馆，建成县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史志阅览室 25 个，全市史志系统向史志阅览室赠

送书籍近万册。建成市县区乡镇（街道）史志“七进+”示范点 42

个。

积极推动史志数据库建设，《广元年鉴》2019—2021 年

卷、《中共广元执政实录》2014—2020 年卷等书籍已录入数据

库。扎实开展红色资源普查，上报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红色革命

遗址 489处，向省政府推荐红色遗址 80处，为做好全市红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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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库建设、分级分类保护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文献网、四川党史文献网分别

刊发广元史志信息及有关文章 15 篇、253 篇，四川省情网、方

志四川微信平台刊发广元史志信息及有关文章 165篇。《广元市

委党史研究室多措并举确保红色遗址普查扎实全面精准精细》等

专报在全国党史系统推广，其中《集约人才胜势 打造史志精

品》得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建春肯定性批示。《广

元日报》、广元手机客户端、广元电视台刊播史志新闻 20 余篇

（次）。广元史志网站发布信息及有关文章 300余篇。广元史志

新媒体矩阵正加快构建。

完成八二一厂史展览馆“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资格复审

等工作。向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报送 2 万余字的“红色文

化资源”参阅资料，向市委报送《广元市红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

的调研报告》。协办《蜀道文化大讲堂》史志“进机关”6 期，广

受市县区干部职工好评。积极参与全国全省史志研讨会，报送论

文 15篇。

广元史志活动的“动力源”已然激活，电视有影、广播有声、

报刊有文、网络有言、机关有书吧、乡镇有阵地、社区有平台、

校园有窗口、企业有抓手、军营有载体的史志格局已基本形成，

优秀的广元史志地域文化正通过多维态势，在服务广元“拼经济

搞建设”中心大局中华丽登台，绽放异彩。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829/c428007-32514247.html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829/c428007-32514247.html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323/c428007-32381805.html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323/c428007-32381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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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度推进史志纾困 努力突破前行新瓶颈

史志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严重制约市县区史志一

体化联动发展的瓶颈。紧贴中心服务大局，出色完成党委政府赋

予的工作职责，是史志纾困的“压舱石”；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

持，是史志纾困的“金钥匙”；加强市县区沟通协调，是史志纾困

的“催化剂”。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省委市委要求，坚持史志业务工作与用心用情服务

“拼经济搞建设”中心大局紧密结合，服务“文旅兴市”战略实施，

先后对红四方面军长征文化公园第一期、烈士陵园、红军城、木

门军事会议纪念馆、红军渡、八二一厂史展览馆及广元军分区军

事纪念馆等重要遗址遗迹、场所的展陈大纲、解说词进行史实审

核把关，在史志书籍、文字资料及相关图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对全市今年原定增补免开的 20 个博物馆陈列展览大纲及备

案申请材料进行专业评审。积极投入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

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把党委政府部署的工作用心用情做到极

致，把部门基层商请协助的工作即时高效配合到位，在广元市委

“拼字当头、产业为先、环境为要”总体要求下，“小部门”扛起了

“大责任”。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史志工作，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史志工作

提出新的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史志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领

导配备、队伍建设、办公条件、经费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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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纳入市委对部门和县区年度目标考核，史志队伍能力建设纳

入各级党校（行政学校）培训序列。

建立室机关县级干部帮联县区工作机制，明确帮联内容，强

化帮联职责，深化调查研究，确保一体化联动走深走实走细。通

过上下联动沟通协调，制约广元市史志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瓶颈基

本得到解决。

踔厉奋发踵事增华的广元史志人，正借力制度机制护航“指

挥棒”，全力下好精准定标“先手棋”，合力打好同频共振“组合

拳”，踏石留痕，铆劲用力，继续谱写着广元人民精神共富的新

时代史志华章，史志一体化联动发展的举措在川北大地弹奏出美

妙的新时代强音，广元优秀地域文化绽放着新时代异彩。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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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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 8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