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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月 6日

【特别关注】

四川省“精品年鉴品读季”
主题征文活动评奖结果揭晓

2022年 12月 30日，四川省“精品年鉴品读季”主题征文活动

评奖结果揭晓。本次活动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全省

地方志部门精心组织。全省年鉴工作者结合精品学习、年鉴编纂

实际，围绕精品年鉴的分析和讨论、年鉴质量提升和思考、年鉴

成果开发利用等方面，撰写评议文章和理论研究文章，各市（州）

初步评选后向省地方志办报送文章 84篇。经四川省“精品年鉴品

读季”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认真评选，《从四部精

品年鉴的共性与个性谈年鉴编纂规范化》《南充市创建精品年鉴

路径初探》2 篇文章获得特等奖，《对标中国精品年鉴 提升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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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年鉴质量》等 5 篇文章获得一等奖，《深入读精品学经验 优

化武侯年鉴篇目》等 8 篇文章获得二等奖，《树立质量意识 打

造精品年鉴》等 15 篇文章获得三等奖，《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实

践中的难点和思考》等 54 篇文章获得优秀奖。省地方志办将从

中推荐 5篇优秀作品报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精品年鉴品读季”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参加全国评选。

（省地方志办）

赵行带队到成都市武侯区指导“精品年鉴”工作

2023 年 1 月 6 日，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行带队

到成都市武侯区调研指导，听取武侯区“精品年鉴”工作汇报。

赵行对武侯区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一是要重视专家意见，加强沟通协调，顺利推进“精品年

鉴”工作，争创四川省首部“中国精品年鉴”；二是希望成都市和

武侯区当好全省创办“精品年鉴”的排头兵，助力全省年鉴质量提

升；三是及时总结“精品年鉴”编纂经验，为其他地区争创“精品

年鉴”提供参考；四是借鉴先进省市经验，提高大事记、年鉴简

本等地方志资料编辑出版的时效性，发挥好地方志资政功能；五

是要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动地方志

工作实现新突破。

成都市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欣，省地方志办市县工



—3—

作处、市地方志办志鉴处、成都年鉴社负责人参加调研。武侯区

委常委、副区长邱长宝随同参加调研。武侯区政府办公室一级调

研员、区地方志办原主任杨青林汇报武侯区“精品年鉴”工作进展

情况。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深挖地方特色
成都风土人文丛书工作取得新成效

2022 年以来，成都市地方志办深入挖掘地方特色，不断完

善制度规范，扎实推动成都风土人文丛书编纂工作再上新台阶，

取得新成效。

推动编纂机制创新。坚持以制度促进工作，靠规范提升质效，

用创新攀登新高，充分发挥成都市地方志办在丛书编纂业务中的

指导作用。一是严格丛书备案和申报，全面梳理、系统掌握相关

信息，统筹安排、合理规划出版计划；二是深入挖掘当地特色，

结合具体内容，丰富表达形式，及时调整版式设计；三是出台

《成都风土人文丛书管理暂行办法》，系统谋划丛书发展路径，

整体推进编纂要求、审批流程、经费支持、宣传推广等制度化、规

范化。

建设高素质专家库。严格把牢丛书政治关、史实关与出版关，

扎实组织开展专家审读工作。积极构建审读专家库，采取单位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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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家互荐等多种形式，充分吸纳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省内

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史志专家，不断充实库内专家数量，并根

据丛书特色与审读成效，持续维护更新专家库；积极组织动员在

库专家参与指导丛书修改工作，认真开展审读交流会，组织审读

专家与相关编纂负责人员当面沟通审读意见，交流修改思路。

提升丛书社会知名度。2016 年 7 月以来，已陆续推出 30 余

部成都风土人文丛书。2022 年又陆续出版《蜀道·天回》《舌尖

上的龙泉驿》《丝路青白江》《桂湖诗词》《新津史话》《彭州茶》

《天府羊安》《崇州诗词选粹》8册丛书，通过新华网、成都日报

锦观新闻、成都电视台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和区（市）县政

务网站、门户网站进行广泛宣传报道。丛书所展现的精彩内容和

丰富史料，引发各地读者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好评。

（成都市地方志办）

自贡市地方志办 2022年工作出真招见实效

2022 年，自贡市地方志办紧紧围绕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拓

展地方志工作内涵与外延，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高质量编纂出版市级综合年鉴。年初制定倒排工期表，

实行挂图作战、按图督战，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

响，《自贡年鉴（2022）》于 12月出版，进一步巩固“一年一鉴、

公开出版、当年卷当年出版”成果。该年鉴全面、系统、翔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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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2021 年自贡市自然地理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

设等方面的情况，注重收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暨党史

学习教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反映自贡年度特点、地方特色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实现表格、插

图与文字资料有机融合，电子二维码即扫即阅，年鉴资料性、新

颖性、可读性、便览性进一步增强。

二是下功夫挖掘开发地情资源。创新编印《自贡市情手册

（2021）》，持续编印 4期《自贡大事记》，向全市各县（区）

及部门（单位）赠阅，助力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和掌握市

情。提炼核心业务信息近 120条，宣传报道全市地方志工作创新

举措、实绩成果，四川省情网、《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及

《自贡要情》等刊载 100余条。参与研究或牵头负责的省级重点

课题《地方志机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部门作用研究》

《关于富顺县大城河流域萧氏遗存遗迹保护与利用的思考》在

《巴蜀史志》公开发表，另有 7篇地情研究文章在省级媒体发表。

三是出新招建好用活方志数字平台。2022 年 9 月，高效开

通并自主运营“自贡方志”微信公众号，坚持工作日每日更新发布，

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发布各类地情文章或动态信息 169 篇，关

注人数达 2.4 万人，累计阅读近 7 万人次。持续加大市政府网站

“自贡地方志”频道更新频率，先后上传地方志成果 5 部，发布文

章 96 篇、工作动态 140 余条，展现全市地方志系统风采成效。

2022 年，首次填报政务数据 17 条，涵盖全市地方志机构设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617310&idx=1&sn=0a777a2936b1f83893caa81306986487&chksm=83c58ef5b4b207e38ff1384fe5bc1884209486671b3f800b67aa4454a70a62d046baffe8a4fc&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EwNzM5Ng==&mid=2650617310&idx=1&sn=0a777a2936b1f83893caa81306986487&chksm=83c58ef5b4b207e38ff1384fe5bc1884209486671b3f800b67aa4454a70a62d046baffe8a4fc&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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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置、历年成果等，服务各级领导科学决策、精准施策。

四是强服务推广普及方志成果。2022年，在全市建成 15个史志

阅览室和 1个下派干部公寓史志阅览室，与自贡市图书馆共建的“地

方文献馆方志阅览专区”正式开放，助力沿滩区、贡井区建成首个

“方志驿站”，协助大安区图书馆建设古籍收藏室，共捐赠各类地情

书籍 1000余册，向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宜宾学院等 8所四川省方

志馆川渝高校分馆捐赠志鉴成果 160册，向市直机关和县（区）赠

阅方志成果 1760册，先后向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委政研室等数十

个部门（单位）提供各类地情资料，为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政辅治功

能，凝聚市民爱家爱乡情怀，营造读史用史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贡市地方志办）

成都市青白江区开发利用方志资源

服务文旅产业发展

成都市青白江区地方志办充分挖掘方志文化服务区域文旅发

展，形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势叠加的良好局面。

发掘特色“文化符号”，打造区域文旅产业品牌。一是深入

挖掘旧志中的旅游资源，凝炼文化旅游特色符号，成功打造以

“樱花旅游文化节”等为主题的精品节会文化品牌。二是通过追忆

革命事迹、寻访人物故事等方式，挖掘整理一批以革命先烈为代

表的区域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薪火城厢”红色旅游线路打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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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托传统节日和民俗庆典，服务省市级文物保护与开发；打造

以小金龙舞等精品非遗文化为代表的极具辨识度的文旅符号，让

志书中的文化遗产“活”起来。四是梳理老工业区历史源流，助力

工业旅游规划设计和建设。

深挖地情文化资源，增强文旅产业文化底蕴。一是注重方志

文献书刊的后续开发利用，挖掘整理明清方志中对历史人文景观

的详细记载，为旅游开发提供有益借鉴。二是开展地方志书中的

名人轶事研究，挖掘以北宋铁面御史赵抃等为代表的“清白文化”，

成功打造清白文化馆、 “曾家寨子”家风家训廉政教育示范基地

等，为申报“全国旅游名县”提供佐证资料。三是收集青白江区独

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传统民俗等资料，并在 “方志青

白江”微信公众号刊载，助力文化宣传弘扬。

注重区域文脉传承，探索文旅产业发展新表达。一是将文化

元素嵌入旅游规划，成功为青白江区 7个镇（街道）提炼属地文

化，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名片形塑；主动为特色街区打造、提升

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相关重点项目规划提供志鉴参考和文化建

议。二是开发利用地情资源，推进特色旅游发展，打造了“古镇

旅游”“文博探秘游”“亲子研学游”等 10 余条精品旅游线路，实现

“旅以文兴、文以旅传”。三是从历史溯源、地情人文等方面推介

福洪杏、龙王贡韭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区域名产特产，

以图文、影音等形式传承生态文化，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成都市青白江区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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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地方志工作报告获市委市政府领导签批

2022 年 12 月 9 日，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

志办公室）向德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书面汇报 2022 年度党史地方

志工作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情

况。随后，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在该报告上作出批示。

12月 14 日，市委书记李文清批示：取得成绩值得肯定，还

需继续努力，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12月 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光强圈阅该报告。

12月 16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天府旌城党工委书记

周鸿批示：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思路清方法活，工作有特

色有亮点，值得充分肯定。希继续真抓实干，不断提升德阳史志

编修水平，为德阳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12月 12 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智波批示：工

作成效明显，向大家表示感谢，望加大力度，再创佳绩。

（德阳市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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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月 6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