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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8日

【特别关注】

打造高素质队伍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省地方志系统开展干部大培训

地方志，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志工作高度重

视，1989年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过去，

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2014年 2月在首

都博物馆考察时指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抓好新时代修史修志工作，关键

在人，关键在队伍。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围绕推进地方志

事业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通过开展干部大培训，推动能力素质

大提升，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勤奋敬业、团结合作、廉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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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为履行好地方志记录历史、传承文明、

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时代重任，更好地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提

供有力人才支撑。

强化思想淬炼 筑牢政治忠诚

欲事立，须是心立。2018年以来，全省地方志系统坚持不懈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通过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打造

政治过硬、对党忠诚的干部队伍。

全省上下坚定把“学思想”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紧紧围绕党中

央安排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

习教育，充分实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各地采取理论学习、支部学习、专题学习等方式，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

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重大会议、重要文件精神等，引导全体

干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省地方志办先后在大巴山干部学院、凉山彝海

结盟党性教育学校、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四川长

征干部学院甘孜泸定桥分院、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

院举办党性教育培训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照笃行中提

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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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在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举办全市党史

地方志业务专题培训班，强化思想教育，提升综合素养。德阳市

确定每周一为固定学习日，开展党员干部会前一课、理论学习和

业务知识“应知应会”水平测试，以考促学、以学促干。雅安市在

大巴山干部学院举办全市党史和地方志专题培训班，传承长征精

神、革命精神，增强做好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南充市举行“学习强国”知识竞赛，营造“以赛促学、以学

促做、融会贯通”的浓厚学习氛围。甘孜州在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

定桥分院、浙江省乐清市委党校开展“石榴籽·心连心 浙甘人民一

家亲”2023 年浙江——甘孜州党史地志业务骨干交流交往交融活

动，以专题讲座、现场教学等形式加强干部红色教育、廉政教育。

夯实业务培训 培养行家里手

干部干事创业，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全省地方志

系统大力实施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计划，为高质量做好志鉴编修

打下坚实基础。

省地方志办制定出台《〈四川省志〉质量体系建设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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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

指导意见》《四川省乡镇（街道）志、村志参考凡例》《四川省

乡镇（街道）志、村志行文通则》等指导性文件，为规范业务培

训提供重要依据。先后召开川北、川南地方志工作会，分片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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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余名志鉴编纂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召开全省第三轮志书暨精

品年鉴与镇村志编纂培训会，围绕三轮修志主题召开全省地方志

理论研讨会，召开《四川扶贫志》《四川全面小康志》（简称“两

志”）编纂工作推进会暨培训会，就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写、

《四川年鉴》供稿开展集中培训 3场次，累计培训人员 3000余人

次，为高质量推进三轮修志、“两志”及综合年鉴编纂做好资料准

备、人员储备。

各地常态化开展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业务培训的同时结合全省

重点工作部署，积极抓好三轮修志、“两志”、镇村志、大事记、

教育志鉴等编纂培训，并得到当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泸州市、

自贡市、德阳市及旌阳区、遂宁市、内江市、南充市及营山县、

眉山市、广安市及广安区、岳池县、武胜县，阿坝州及松潘县、

凉山州及德昌县、昭觉县，成都市青羊区、金牛区，绵阳市游仙

区及盐亭县、广元市利州区、乐山市五通桥区、峨边县，宜宾市

南溪区、通江县、小金县、雷波县等地领导亲临会议指导。

2024年 1月以来，成都市召开全市年鉴质量提升培训会、全

市镇村志编纂培训会、全市镇（街道）村（社区）志评审验收业

务培训会，成德眉资地方志系统 900余人次参训。自贡市、南充

市、资阳市及所辖县（市、区）均就乡镇（街道）、村（社区）

志编纂开展培训指导。德阳市 2021年起常态化开展镇村志编纂业

务培训，已开展市本级培训 2 场次，全市范围培训 3 场次，6 个

县（市、区）开展业务培训指导 30余次；德阳市旌阳区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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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第三轮志书编纂以来，组织集中培训 5场次，分口指导初稿

编纂和资料审查数百次。绵阳市将市县两级综合年鉴培训、专业

年鉴培训、县级年鉴审查交流培训等统筹结合起来，并多次举办

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业务培训，实地开展点对点培训指导。

广元市召开市县（区）扶贫志编纂业务培训会，培训业务人员 500

余人次。遂宁召开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培

训会，并实地指导综合年鉴及《沱牌舍得志》等编纂工作。内江

市召开教育志鉴编纂工作专题培训会，各县（市、区）教育主管

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有关负责同志 430余人参加培训。广安市及

所辖广安区、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就扶贫志，乡镇（街道）、

村（社区）志或精品年鉴编纂开展培训 10 场次，参训人员 1300

余名。乐山市开展覆盖全市各部门（单位）、地方志系统的大规

模部门（行业）年鉴和大事记编纂工作专题培训。宜宾市有针对

性地分片区开展乡镇（街道）、村志编纂业务培训，并就纳入宜

宾市特色村志丛书的开展重点培训，高县举办扶贫志编纂工作推

进暨业务培训会。达州市召开全市编纂业务培训会，就年鉴编纂

实务常见问题及处理、镇村志编纂等内容开展培训；达州市达川

区、渠县分别开展镇村志、扶贫和全面小康志编纂专题培训。巴

中市及各县（区）采取制作编纂业务视频、举办专题培训会、点

对点业务指导、分片下沉蹲点指导、编纂问题现场解疑等方式强

化镇村志编纂培训指导；平昌县就扶贫志、教育志鉴、大事记编

纂等开展专题培训 5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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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素质提升 助力三个服务

做好新形势下的地方志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着力

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实践本领，才能更好适应新时代、服务新时

代。

省地方志办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规律，2018年、2023年两次

召开全省地方志宣传工作培训会，在全省性培训中设置《新时代

新媒体的新场景应用与实践》《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地方传统文化

建设与思考》《5G时代的方志数字化与数字化方志》《有声政务

电台如何有力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等专题课程，着力提升干部

宣传服务水平。组织省市地方志专家录制《文化视野中的地方志》

《市县级志书编修工作操作程序概要》《大事记编写中应该注意

的事项》等 11门课程，公开出版发行全国首套系统性地方志视频

教程《四川方志讲堂》，高效便捷实现全员大培训。

成都市组织成德眉资 4市在浙江大学举办“一体共进”综合能

力提升培训班；举办“智慧方志”专题讲座，提升干部数字思维，

激发创新创造能力。攀枝花市以“方志大讲堂”形式就志鉴编纂、

信息撰写、文化宣传等开展专题培训 10场次。德阳市邀请专家就

地情书籍编纂进行专题培训，仅 2023年开展培训 10余次，相关

部门人员 200余人次参训。绵阳市每两年召开 1次全市党史地方

志宣传教育干部培训会议，每年组织 1至 2次公文、信息能力素

质培训，通过专题辅导、座谈交流、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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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理论知识储备，提升工作实践能力。广元市创新开办史志干

部赋能培训班，除邀请专家授课外，实行全员讲课，做到“每周一

讲、每月一训”。内江市召开史志宣传信息工作培训会，各县（市、

区）史志部门分管同志、宣教工作负责同志参训。乐山市举办为

期 3天的全市党史和地方志系统业务培训班，设置综合年鉴质量

提升、镇村志编纂、资政报告撰写、史志宣传教育等 7个专题课

程。眉山市举办史志系统能力提升专题培训会，针对机关办文、

办会、办事等开展培训。巴中市举办党史方志信息工作培训会，

邀请专家就信息、新闻稿件等撰写开展培训指导。阿坝州制发《大

兴调查研究着力提质强能工作方案》，走深做实“调研问计”“沉底

问政”“走访问需”，从人民群众实践中探索经验，提升本领，强化

能力。南充市嘉陵区制发《常用办公软件应用操作及常见公文写

作培训计划》，围绕公文写作、对外宣传等开展培训 6期。宜宾

市兴文县定期开展信息通讯写作能力培训。

拓展培训形式 锻造过硬本领

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通过丰富培训内容，

提升培训实效，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中心大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本领。

省地方志办把握全国地方志系统培训契机，积极选派人员参

加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

化业务培训班，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业务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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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村志编修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全国村志编纂业务培训班，全国

扶贫志、全面小康志编纂研修班等；集中组织收看第七、第八、

第九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全省地方志系统 2000余人次参加线

上培训。组织全省地方志系统在线收看四川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

高校行”系列宣讲活动，方志干部 7000余人次参加。2021年以来，

选派专家、业务骨干到省直部门、市（州）、县（市、区）开展

专题授课或业务指导 100余次。2023年起，有序开展市（州）、

县（市、区）干部到省地方志办顶岗锻炼工作，3批次 9名干部

在实践锻炼中得到提升。

2022年起，成都市创新开办地方志系统业务提升网络培训班，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培训，参训成德眉资地方志工作者

达 4000余人次。自贡市采取市、县（区）“1+7”一体化联动模式

开办“‘志’贡半月谈”方志讲堂，成功举办 17期；泸州市开设“酒城

初心·史志讲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史地方志知识等讲

授 30期；内江市创办史志青年讲堂，举办专题讲座 6期，通过实

践锻炼培养“提笔能写、开口能讲”方志文化宣讲队伍。德阳市印

发《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文件资料汇编》，供各县

（市、区）及规划编纂镇村学习。雅安市采取一对一、点对点形

式，每年分期分批对 110余个部门（单位）撰稿人员开展年鉴编

纂业务培训指导，并派员深入各县（区）延伸指导 300余人次。

眉山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强化干部培训，2023年以来，

邀请中志办、兄弟省（市）及省地方志办专家到眉山开展业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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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4场次；2021年以来，组织全市地方志系统干部到成都、乐山、

雅阳等市（州）学习交流乡镇（村）志编纂工作 20余次，组织

10余人到苏州等地学习先进经验。2021年以来，乐山选派优秀业

务骨干，深入市中区、井研、沐川等区县授课 20余次。南充市常

态化开展综合年鉴编纂业务培训，并结合实际，以编制高质量培

训 PPT，录制音视频，通过工作微信群督促指导的方式，提升培

训实效。资阳市组织工作人员到成都、德阳、乐山、眉山、雅安

等地开展学习交流；市县两级均就年鉴篇目设置、镇村志编纂等

加强实地业务指导。阿坝州组织专家录制乡镇志、村志编纂教学

视频，打造“线上+线下”培训模式。自贡市高新区实行培训任务“清

单制”管理，并将地方志年鉴业务培训纳入党工委办公室、管委会

办公室目标考核任务。宜宾市翠屏区采取集中培训、个别辅导、

点对点指导、先进交流多种形式加强编纂业务培训。巴中市巴州

区创办“史志讲坛”，针对干部需求，计划每季度举办专题培训一

次，打造史志干部培训品牌，第 1期已培训干部 110名；2023年

以来，巴中市恩阳区利用每周工作例会，已组织开展“方志大讲堂”

业务培训会 37次。

队伍强则事业兴。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的方志干部队伍推动

四川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好、劲头足、步伐稳。2018年以

来，全省地方志工作志鉴质量实现跃升，存史作用充分彰显，资

政育人成果丰硕，方志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原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高翔连续 3年对四川地方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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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肯定批示。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冀祥德、崔唯航，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均对四川地方志工

作作出全面肯定。省地方志办工作先后获得省领导批示 37次，市

县领导批示地方志工作 1000余次。全省 91部地方综合年鉴获全

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奖，其中 9部获评特等年鉴；4期

《巴蜀史志》专刊入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中国精品期

刊展”和“‘方正电子’杯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活动推荐期刊。全省

建成方志文化阵地 1845个，建成四川方志云，上线志鉴书籍 3570

余部。四川省情网访问量 4.87亿次，独立访客 6641万名，“方志

四川”新媒体矩阵关注用户达 47万名，“成都方志”公众号粉丝突

破 30万名，全省地方志系统多个新媒体平台成为知名的历史文化

传播平台。四川地方志精品志鉴、史志期刊、地情文献、网络媒

体、文化宣传、活动场馆、资政辅治七大品牌打造已初具规模。

高素质干部队伍事关地方志事业赓续发展。全省地方志部门

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

深入落实《四川省“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四川省地方

志工作办公室关于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健全分

层分类培训机制，建强方志人才队伍，不断夯实人才保障，持续

打造政治坚定、勤奋敬业、团结合作、廉洁高效、风清气正的过

硬干部队伍，以深化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四川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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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圆满结束

9月 19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合

发布《首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评选结果通告》，首

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圆满落幕。自 2024年 4月 25

日启动至 2024年 8月 25日报名结束，大赛吸引了来自四川、重

庆、北京、江西、广东、江苏、吉林、河南、湖北、云南、山东

等十余省（市）的参赛者热情参与，共收到 3400余件参赛作品。

本次大赛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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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承巴蜀文化，诵读中华经典”为主题，旨在通过朗

诵这一艺术形式，让广大青少年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开展以来，

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支持。人民网、中国网、未来网、中国

新闻网等数十家主流媒体和官方网站纷纷报道宣传赛事信息，为

大赛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为发现和挖掘优秀朗诵人才，大赛邀请了由四川省朗诵演讲

艺术发展促进会专家、省市广播电视台资深播音员主持人、高校

教授、中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共同组成评审组。经过严格公正的

评选，共有 534件获奖作品脱颖而出。其中，幼儿组获奖作品 31

件，少儿组获奖作品 320件，青少年组获奖作品 103件，成人组

获奖作品 80件。同步评选出了“优秀指导教师奖”“巴蜀史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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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以表彰部分参赛选手在推广和传承巴蜀文化方面做出的

积极贡献。

首届四川“史志杯”巴蜀文化朗诵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

了广大青少年在朗诵艺术方面的才华和潜力，也进一步推动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部分参赛选手留言表

示，希望组织单位接下来能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

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和展示的平台。

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开放合作，开门修志的工作理念，积

极进取，主动作为，使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社会功效得

到充分发挥。省地方志办将继续通过主办、参与形式多样的史志

主题文化活动，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巴蜀文化贡献方

志力量。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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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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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8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