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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陈才智指导眉山史志馆工作

6 月 1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王维研究学会会长陈才智莅临眉山史志馆

参观指导。陈才智教授指出，中国纂修地方志的传统由来已久，

应将地方志置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高

度来加以谋划和推进。眉山拥有“三苏文化”“长寿文化”“竹编文

化”“泡菜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众多灿烂的文化，作为地方志部

门，要讲好眉山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在守护好精神

家园的基础上，更好地汲取奋进力量，为推动眉山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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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抓好扶贫志编纂工作

6 月 20 日，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资阳市扶贫志编

纂工作方案》，明确扶贫志编纂工作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工作

步骤、体例框架、质量要求、工作保障以及编纂委员会成员。计

划于 2025年底前完成编纂工作。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绵阳市抓好精品年鉴创建工作

6 月 12 日，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印发《〈绵阳年鉴

（2023）〉争创四川省精品年鉴的工作方案》，明确成立工作专

班，细化时间安排，优化任务分工，确保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

《方案》还从实行专题会议制度、工作表现与绩效挂钩、开门编

鉴等方面提升编纂质量，努力创建精品年鉴。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内江市史志部门积极助力共建“中国甜食之都”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积极助力共建“中国甜食之都”。

组织撰写资政专报《内江糖业历史回顾及启示》《关于明确内

江城市形象定位语和形象标识（LOGO）的建议》，得到市委

书记邹自景肯定性批示，6 月 14 日，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内江城市形象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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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印”。6 月 18 日，内江市举行“中国甜食之都”共建启动仪

式暨内江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推进会，发布《内江市甜文化

研究倡议书》，让甜文化成为内江人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不

竭动力。

（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德阳市积极做好史志资政工作

德阳市地方志办通过确定目标，加强协作，提升平台，深挖

特色，努力推动史志资政工作取得新成效。

确定目标争当一流。把开展资政课题研究、撰写资政论文

作为重要任务，明确德阳市地方志办各科室、各县（市、区）

地方志部门至少完成 2 项资政研究，并形成高质量资政文章。

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史志部门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已形成 5

篇资政报告。

加强协作聚焦合力。德阳市地方志办牵头，组织什邡市政

协、什邡市地方志办、什邡市洛水镇党委政府、绵竹市地方志办

共同开展深入挖掘李冰文化资源，推动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专题

研究，并组织到西华大学李冰文化研究中心和都江堰市进行交流

考察，共同形成资政调研报告。

提升平台扩大影响。与省地方志办联系对接，由省地方志办

牵头，成都、德阳市地方志办三方共同协作开展调研，形成资政

文章《关于统筹开发李冰文化资源的建议》，并通过《四川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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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工作简报（资政参阅专刊）》呈送省领导。

深挖特色服务中心。注重挖掘利用当地重要史志资源，助力

资政研究。旌阳区开展开发利用史志资源助力城郊乡村休闲文旅

产业发展的资政研究；什邡市开展李冰文化助力当地发展的资政

研究；绵竹市开展挖掘红军过清平史料，助力童话小镇建设的资

政研究；中江县开展土法制取沼气和新时代弘扬黄继光爱国主

义、英雄主义精神研究。

（德阳市地方志办）

广元市举办红色资源保护专题讲座

6 月 15 日，广元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

编纂中心）举办“红色资源保护和价值转化的广元方略”专题讲

座，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毛端喜主持讲座。讲座围绕《红色资

源保护和价值转化的广元方略》，以四川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重

大意义、广元红色文化的特点、广元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存在的不

足、实施“七大工程”助推广元振兴发展、红色资源价值转化的

“广元方略”为切入口，深入剖析广元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有

效途径。

毛端喜强调，要深挖红色资源，助推广元发展，积极参与广

元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工作，深入推进遗址遗迹普

查、挖掘红色史实、发现先进典型。要结合文物保护、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广元段）创建、蜀道申遗及“一中心两走廊”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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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色资源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

在家市领导、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全市党史地方志系统

干部职工代表 180余人聆听讲座。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巴中市持续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

巴中市委史志办加强史志阅览室建设，搭建史志文化传播平

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史志文化需求。

提高效率，全域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2022 年在全市一次

性建成 278个乡镇（街道）、中心村（社区）史志阅览室，率先

实现乡镇、中心村、学校三个全覆盖。专业藏书 40000余册，史

志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得到增强。

落实责任，持续提升建设规范性。制定《巴中市“十四五”地

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将史志阅览室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召开专

题会议，安排布置史志阅览室建设工作，将史志阅览室建设纳入

市对县（区），县（区）对乡镇目标考核内容。广泛走访调研，

采纳“镇阅览室落点人流多、村阅览室布局不上楼”等合理化建

议，2023 年各县（区）分别对 5 个重点乡镇史志阅览室、村

（社区）史志阅览室、学校史志阅览室进行提档升级，进一步规

范建设标准，细化管理制度，丰富展陈书籍，每个阅览室史志专

业书籍不少于 100册。

强化宣教，不断提升史志影响力。突出修志为用、服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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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向各县（区）赠送《巴中市志》《巴中文旅康养图志》《巴

中年鉴》等史志书籍；结合史志“七进＋”活动，充分发挥史志阅

览室阵地作用，多形式开展史志文化宣传，史志工作社会知晓度

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巴中市委史志办）

乐山市推出历史文化系列节目《这里是乐山》

为展示乐山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宣传乐

山、推广乐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联合乐山广播电视

台推出历史文化系列节目——《这里是乐山》。该节目广泛搜集

整理地情、史志书籍，从中筛选、提供最能展现乐山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的基础材料，通过广播节目、短视频、微信

图文等全媒体传播形式进行展示。该节目每周一期，每周二在乐

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2.8播出、在“听见乐山”微信公众号

和“乐山广播”“乐山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同步推出。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成都市开展干部业务能力提升网络培训

5 月 22－24 日，成都市地方志办开展全市地方志部门干部

业务能力提升网络培训，就方志工作与地方文化建设、年鉴撰稿

及社区志编纂进行讲解。培训采用视频会议+网络直播形式举

办，首次通过“成都方志”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全市地方志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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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人参加培训，网络直播收看量超 2500人。

（成都市地方志办）

《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出版

6 月，泸州市文旅局、泸州市地方志办联合编印的《泸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出版。该书收录泸州市市级以上非物

质文化产项目 205项（总量居川南第一，其中国家级 6项、省级

68 项、市级 131 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55名。

（泸州市地方志办）

绵阳市游仙区积极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近年来，绵阳市游仙区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游仙区地方志

办公室）联合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局等单位，坚持以文铸魂、

以文兴业，充分挖掘本土历史文脉和资源禀赋，助力培育多元

化、个性化乡村文化产品，护航乡村文化振兴。

厘清文化资源脉络。组织文化调查员 100余名，通过实地调

研、现场勘查等方式，系统梳理辖区民间习俗、文物等 3.1 万余

个，分类分级建立文化旅游资源信息库，编撰《美丽游仙》系列

丛书 5本，国家级传统村落文化丛书 5本，为乡村旅游注入文化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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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优质文化产品。推动“一镇一品”文化品牌建设，以状元

文化、信义文化等为依托，策划推出“状元出行”“木龙祈福”“耕

读传家”等区域性文旅活动。推动非遗传统工艺振兴、老字号

保护传承发展，整合乡村历史文化、非遗和传统村落资源，搭

建玉河乡村博物馆、飞龙山纪念馆、张勇纪念馆等乡村博物

馆、村史馆。

打造特色文化体验项目。深挖红色文化遗迹，建好红军主题

纪念馆，深化“红色+研学”整合开发，拓展红色文化产业维度。

依托“朵拉东方田园”，打造农耕文化展示馆，利用“二十四节气

梯田”开展传统农业体验项目，目前接待游客已突破 30万人次。

（绵阳市游仙区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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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7日印发

（共印 2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