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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4月 28日

【特别关注】

传承巴蜀文化 诵读中华经典

省地方志办 团省委联合举办

首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全

省广大青少年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巴蜀文化

的魅力，4月 25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青团四川省委

向社会发布启事，联合举办首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

本次朗诵大赛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青团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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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四川省朗诵演讲艺术发展促进会、四川省青少年新媒体中

心承办。朗诵大赛主题是“传承巴蜀文化 诵读中华经典”，时间为

2024 年 4 月至 12 月，参加对象为全省范围内的青少年、社会各

界朗诵爱好者。本活动坚持公益性原则，不向参赛者收取任何费

用。

本次朗诵大赛作品内容为朗诵作品和演讲作品，主题内容尽

量贴近巴蜀文化，内容可以是原创诗文。朗诵作品包括诗歌、散

文、语文课文、寓言、故事、童话、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歌颂

祖国、颂党恩的红色经典作品；演讲作品包括巴蜀地区的英雄模

范感人事迹，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展示巴蜀地区人文、生态

发展、乡村振兴及展现家乡美的文章。参赛展演形式包括个人展

示（限时 4分钟以内）、团体展示（限时 5分钟以内）。

根据赛事安排，即日起至 2024 年 8月 25 日为作品征集及展

播时间，初审通过的优秀作品择优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朗诵演讲艺术发展促进会等单位新媒体

平台展播。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8 日进行线上评选，

并于 9月 10日公示获奖名单。本次大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优秀奖若干，颁发由主办单位盖章的荣誉证书。2024年 9

月底举行首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颁奖典礼暨国庆朗

诵音乐会。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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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乐山市召开党史和地方志工作会议

4月 25日，中共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党史和

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结 2023年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对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工作进行部署。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分管领导，

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各县（市、区）

党史和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乐山市争创四川省年鉴精

品工程“四川精品年鉴”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 230 余人参会。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文春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雷建新主持会议。

会议学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地方志工作条例》，

传达全国全省党史和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会见获国省表扬的党史地方志系统先进代表时的讲话精

神，宣读《中共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表扬乐山市争创四

川省年鉴精品工程“四川精品年鉴”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并分四轮向 5个成绩突出集体、5名成绩突出个人、5名嘉奖个人

代表及 5名三等功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增加做好党史

和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把握“续脉、存史、育人、

资政”功能，当好中华文脉的赓续者、官书正史的编修者、史志文

化的传播者、中心大局的服务者。要统筹推进志鉴编修和开发利

用，共同书写地方志行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乐山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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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点推进扶贫志、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部门（行

业）志、地方综合年鉴、部门（行业）年鉴等志鉴编修工作；丰

富拓展史志宣传内容、宣传渠道、宣传效能，建强用好线上线下

宣传阵地，制作一批有深度接地气的地方历史文化视频，推进宣

传弘扬、教化育人；强化资政辅治，高质量撰写一批资政报告；

用好地情资源，编纂出版《乐山乡镇简志》《乐山美食图志》等

一批特色地情书籍；大力支持和推进村史馆建设，服务乡村文化

振兴；落实质量规范，加强质量审查，多出精品、佳作；建立市

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年报制度，汇编出版市直部门（单位）大

事记。要坚持齐抓共管，着力构建“大党史”“大方志”工作格局。

坚持整体联动、协同发力大棋局；打造专兼结合、素质过硬大队

伍；推动常态运行、有效作为大主线；鲜明深耕主业、勤于史志

大导向。要以实际行动笃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为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乐山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资阳市积极传承赓续红色文化

近年来，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采取有效措施，聚力弘扬红

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

凝聚力。

深挖红色资源，丰富红色文化源头活水。着力挖掘资阳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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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事迹，完善资阳“红色家谱”，普查登记全市红色遗址 152处，

整理有名有姓的党史人物 120余名，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 3件。

开展《资阳设地建市口述史》征集整理工作，完成《离休干部吴

承荫同志口述实录》口述采访，打造有深度、有分量、有特色的

史料文献成果。编印发放本土红色文化读本《中国共产党资阳历

史（第一卷）简本》《资阳党史人物传》《陈毅诗集选》《陈毅

家书》《雁江英烈》《红色安岳》等 5000余册。

建强红色基地，构建铸魂育人新格局。发挥陈毅故里红色教

育龙头作用，采取“1＋n”模式，带动建设资阳市革命烈士陵园、

安岳县革命历史陈列展等教育基地。挖掘整合地方红色文化资源，

创新育人新模式，在高新区松涛镇书台山社区打造“沉浸式”爱国

主义教育馆，整理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为题材，以

家国情怀为主题的“红色剧本杀”《兵临城下》，年均开展体验活

动 50余场次。在雁江区伍隍镇打造以剿匪斗争为背景的川南剿匪

资阳战斗记忆馆。近 3年来，市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纪念场所

累计接待干部群众 500 余万人次。印发《资阳市史志“七进＋”示

范点评选和命名办法》《资阳市史志阅览室建设和管理办法》，

累计创建市级史志“七进＋”示范点 2个、史志阅览室 17个。

创新红色平台，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积极适应全媒体时

代发展大势，建立以资阳数字史志网、“资阳史志”微信公众号为

主阵地的红色宣传矩阵。依托近年已出版的史志成果，深度挖掘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推送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等方面的



— 6—

史志文章。先后拍摄《光辉 1921—1949》《毛主席说：资阳是个

好地方》等史志宣教片。推出“方志青年说”系列短视频，在“资阳

史志”公众号、抖音号以及“今日资阳”等媒体平台播放，浏览量逾

10万。发布首张“资阳市红色教育基地导图”，精选全市常年对外

开放、具有接待条件、拥有历史遗迹或陈列室的红色遗址遗迹，

图文并茂地宣传展示红色资阳。深入开展“五史”宣传和史志“七

进”活动，打造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的宣讲品牌，围

绕重大历史事件，策划红军长征史、抗美援朝等红色故事专题微

党课，在全市开展集中宣讲 4次，受众 200 余人次；参加市委主

要领导、市政协主要领导所在支部主题党日，授课 2次；开展面

向小学生的资阳红色故事宣讲，面向全市社工、医务人员的长征

精神、资阳设地建市史等史志党课讲授，受众 1500余人次。

加强红色交流，共促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坚持构建大史志格

局，以成资同城化发展为契机，主动拓展史志研究“朋友圈”，与

成都、德阳、眉山等市开展对接合作，共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在联席会议制度、深化史志编研合作、共同宣介红色文化、

史料相互开放、开展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先后举办“‘学

悟党史凝聚力量·奋勇争先力争上游’研讨会暨成德眉资党史研究

交流会”“‘弘扬老区精神·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暨成德眉资史志研

究交流会”。组织参加成都党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用

好红色资源助推公园城市建设”、成德眉资史志系统“天府粮仓”核

心区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讨会等学术交流 4次，撰写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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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8 篇，5 篇入选各类地方史志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集，

进一步提升成德眉资 4市红色文化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德阳市史志部门助力全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立足史志职能，

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助力全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一是编撰出版史志书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编纂出版《奋

进四十年：德阳 1983—2023》，鲜活展现德阳建市以来建设、改

革、发展成就，为全市“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提供历史滋养。

编纂出版《德阳地情概览》《德阳味道·餐饮篇》《德阳古镇》《德

阳文化遗产》《德阳名村名院》等地情文化系列丛书 10册，为德

阳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历史文化参考和借鉴。在《德阳年鉴》中记

载德阳统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和成就，向社会各界宣传。

二是利用自身平台，宣传推介地方营商环境。深度参与西博

会德阳馆、“德阳之窗”历史文化打造，系列地情书成为世界清洁

能源大会等重要会议、宣传推介德阳和招商引资的“伴手礼”。积

极开展史志文化进企业活动，向旌湖宾馆、汉瑞酒店等赠送史志

书籍，为来德人员了解德阳提供快速通道，积极宣传德阳经济发

展成就。2023 年，“史志德阳”微信公众号全年推送 110余期、稿

件 330 余篇，受众达 4万余人次。向四川省情网、四川省党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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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网推送德阳经济发展信息 600 余条，扩大德阳影响力。推进史

志数字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史志资源服务现实功能，对德阳营

商环境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以乡村振兴为抓手，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深度挖掘史料，

协助开展项目建设，在对口帮扶过程中积极为中江县回龙镇临江

新村乡村振兴出谋划策，利用史志期刊、史志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广泛宣传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助力当地文旅发展。研究整理传统

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组织开展村史村志编纂，84 镇 23 村已

启动编纂，共收集各类资料上千万字。会同市委组织制定印发《德

阳市网上村史馆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市 816 个村分三批

（2023—2025年）建设网上村史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设立省、

市、县三级共建史志阅览室 21个，市、县二级共建史志阅览室 7个。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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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4月 28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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