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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方志四川”向 2023年度热心网友及

文章阅读量 100万以上作者赠书并颁发证书

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办始终坚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充分发挥“方志四川”新媒体

矩阵作用，大力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巴蜀文

化，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

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贡献了方志智慧和力量，得到社会各界认

可，受到广泛好评。

2023年，“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继续坚持每天（含周末和

节假日）编辑发布 8篇文章，宣传历史文化，弘扬主旋律，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2023年 12月 22日，经省委网信办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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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网信办审核批准，“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新增“一键增推”

功能，由每天只能发布 8篇文章变更为可随时增发，影响力、传

播力进一步提升。全年，“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发布文章 2953

篇。其中，阅读量 100万以上的文章 68篇（阅读量 100万—500

万 40篇，500万—1000万 19篇，1000万以上 9篇）。“方志四

川”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多篇文章，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

媒体转载。

对文章阅读量 100万以上的作者，四川省地方志办于 7月 11

日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并赠送地方志图书，鼓励作者们写出更

多更受读者喜爱的文章。

2023年，“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继续得到广大网友关心关

注、肯定支持，网友在“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后留

言，对全省地方志工作进行点赞鼓励，对好文佳作进行中肯点评，

对史实数字进行考订辨析，对传统文化、巴蜀文化表达赞美和敬

意，对“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和省地方志办编纂的书籍如《巴

蜀史志》期刊等表达喜爱和期许。据统计，截至 2023年底，网友

留言最多的达 6104条。

网友留言或点赞，既是对作者的尊重和厚爱，更是对四川省

地方志办、对“方志四川”编辑部工作的大力支持和肯定鼓励。

“方志四川”编辑部整理出全年微信留言数较多的网友名单，向

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并赠送地方志书，感谢他们对“方志四川”

的关注、关心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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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方志四川”新媒体主动适应当前媒体传播新变

化，再次向新媒体领域进军，在已有“两微十四号一网一台一刊

一店一馆”新媒体矩阵基础上，新注册开通大鱼号、顶端号、腾

讯视频、微视、优酷（土豆）视频、好看视频、趣头条、快手、

爱奇艺、哔哩哔哩、小红书 11个新媒体。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

“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关注用户数 47万名，访问量 14.01亿次。

2024年 1月 18日，澎湃新闻发布《“澎湃政务号 2023年度传播

案例”揭晓》一文，“方志四川”澎湃号入围“澎湃政务号 2023

年度传播案例”。这是继“方志四川”澎湃号 2020年获“澎湃新

闻·文旅传播榜”第三名、2021年获“优秀澎湃政务号”、2022

年入围“澎湃政务号 2022年度传播案例”后的又一殊荣。

2024年，“方志四川”新媒体将继续乘势而上、奋楫前行，

以笔耕不辍、以文会友的初心，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情感、

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以回馈大家对“方志四川”的信任

和关爱，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

川篇章作出地方志部门的应有贡献。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资阳市多措并举抓好乡镇村志指导验收

资阳市第一批乡镇（街道）、村志目前已全面完成初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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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出版验收最后一道关口，资阳市编纂中心多措并举，

深入推进指导验收工作，力求全面反映乡镇、村等基层单元的历

史文化印记，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市地方志编纂中心深入各乡镇开展专项

督导，要求各县（区）地方志部门和乡镇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

摒弃松懈念头，加大力度把好最后一道关口。详细了解各地在编

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指导帮助统筹编纂力量、夯实后勤保

障。对编纂过程的疑难进行解答，推动出版工作顺利进行。

二是强化培训指导。组织各县（区）地方志部门通过印发资

料汇编、到乡镇开展培训指导等方式，对编纂规范、参考凡例、

行文通则、基本内容、把关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乡镇科学优化

篇目设置、突出文化特色、认真收集考证资料，确保编纂质量。

三是强化前置把关。对进度较快的《资溪街道志》《劳动镇

志》《卧佛镇志》等书籍的初稿进行业务指导，从篇目、图片、

文字、排版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 100余条，协同推进后期“三审三

校”工作，确保第一批次成果高质量出版，形成示范引领效应，带

动其余乡镇（街道）志书按时高质出版。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遂宁市安居区传达学习史志系统会议精神

7 月 8 日，遂宁市安居区委书记吴军主持召开五届区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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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 145 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省、市史志系统会议

精神，研究安居区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要突出工作重点抓落实，进一步认清新时代新征

程党史地方志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高质量推进党史和地方志编

研工作，持续巩固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当年编纂

当年出版”成果，大力实施年鉴精品工程，整体提升《安居年鉴》

《区委执政实录》等史志刊物成色质量。要高要求推进史志成果

转化，深度挖掘沼气文化和杨慎·黄峨“同心诗侣”文化，持续深

挖“抗美援朝一级爆破英雄”伍先华旧居、公安部一级英模“雪山卫

士”谭东生平事迹陈列馆等红色资源，高质量出版特色鲜明的地方

志产品，充分发挥资政作用，助力全区产业发展、城乡融合。要

推进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鼓励符合条件的镇、

村积极争创中国名镇、名村志。要加强史志文化宣教，深入开展

史志“七进”活动，推进“地方志+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推动方志成

果数字化转化，更好传播安居声音、讲好安居故事、科普安居发

展，切实增强群众对安居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会议强调，要突出队伍建设优保障，进一步健全培养制度、

深化业务历练，挖掘培养一批文字功底较好的文史爱好者，探索

建立区级史志专家人才库，锻造一支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史志干部队伍，推动安居党史地方志工作上台阶、

走前列。

（遂宁市安居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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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县三举措强化志鉴质量提升

一是聚焦队伍建设，提升业务能力。聚焦地方志部门志书编

纂主业主责，采取专题培训、点对点培训、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

开展多元化培训，切实提升志鉴编纂队伍业务水平。充分利用年

鉴志书业务培训会、珙县乡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全县办公系统

业务培训会等契机，提升参训学员的专业化素质。开展村志编纂

量体裁衣式课堂，将培训课程分为“1+X”套餐，“1”即：共性部分，

为基础类课程；“X”即：历史文化类、传统村落类、产业发展类、

自然资源类等特色课程，组织专家分村、分片有针对性开展村志

编纂培训。今年以来，已开展相关培训 4期，共计参训 300余人次。

二是强化人才支撑，促进提质突破。采取单位推荐和个人自

荐相结合方式，建立村志编纂人才信息库。从村社干部、教师、

退休人员、史志爱好者中选择政治立场坚定、爱好史志工作、文

字基础较强的人员充实到史志编研人才库，储备志书编纂人才 40

余人。充分发挥专家库作用，探索建立交流合作激励机制，通过

开展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等形式，向专家问计，让专家广泛参

与党史地方志编研成果审读等各项工作，广泛吸收专家意见和建

议，为全县党史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三是严格审核把关，筑牢质量防线。按《四川省市县志质量

体系建设纲要（试行）》《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试

行）》要求，坚决把牢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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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出版关。年鉴编纂严格按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对《珙县年鉴

（2024）》的篇目审查意见和对《珙县年鉴（2023）》编纂篇目

复核及内容质量抽查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照单全收，逐一落实。

建立完善《珙县地方志书审查验收规范》，坚持质量至上原则，

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严格审核各志书篇目体例、门类设置、

层次结构等内容，将质量审查贯穿志鉴编纂全过程。

（珙县地方志办公室）

通江县三举措做好方志宣教工作

通江县地方志办公室抓实三举措，助力通江方志宣教工作提

质增效、蓄势赋能。

抓实场地建设，构建宣教阵地。通江县地方志办公室助力打

造各类村史馆、展陈馆 10余个，高标准建设史志阅览室 20余个，

打造史志专栏 20余个，赠阅各类志鉴书籍 1800余册。创新开展“通

江方志大讲堂”系列活动 30余场次，受众人群 1000余人。高质量

建成 4家首批巴中市“史志七进+”示范点，建成 8家通江县首批校

园史志阅览室，建立各类方志宣教阵地，推动方志宣教走深走实。

抓好网络建设，创新宣教形式。充分发挥地方志人才优势和

地情优势，积极组织参与“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地情短视频拍摄和

首届四川“史志杯”朗诵大赛。开通“通江方志”微信公众号发布通

江地情文章，在通江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开设“走进通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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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打造线上方志图书馆，“通江方志”影响力和辐射力逐步攀升。

抓活人才建设，培养宣教队伍。加强培训，积极开展县地方

志办“先锋课堂”，组织编印《通江县地方志办公室内部学习资料

汇编》，坚持每周一例会开展业务学习。借鉴“他山之石”，积极

主动引进来、走出去，先后前往南江、平昌、恩阳学习先进地区

优秀经验。充实方志队伍，通过全省公务员公开考试、全市事业

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干部 3名。近年来，1名干部纳入“四川省地方

志专家库”，被县委、县政府聘为“县委党性教育讲师”。

（通江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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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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