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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在全国方志文化村建设现场会上交流发言

10月 10日，全国方志文化村建设现场会在浙江衢州召开，

会议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地

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文学在讲话中强调，全国地方志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地方志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村志编修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地方志工作向乡村

拓展延伸的经验，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

面振兴助力，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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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作出地方志新的贡献。

会上，上海市、江苏省、秦皇岛市、南宁市、德阳市、衢州

江山市、宁波市宁海县和方志出版社分别作了经验交流。德阳市

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兆红以《留乡愁记忆 展方志风采》为题，介

绍德阳市在乡镇村志编纂、地情文化开发、创新开展方志文化宣

传方面的经验做法。

近年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推进镇村志编纂工作，“将大变化写进

新村志”，志书编纂规划覆盖全市 84个乡镇（街道）、21个特色

村。目前，60%乡镇村志进入编纂阶段，11镇 6村完成志书初稿，

6镇 5村志书即将出版。高质量推进地情文化开发工作，传承地方文

脉，出版《德阳风景名胜》《德阳味道》等系列地情书 10册。创新

开展方志文化宣传工作，依托网络平台，打造线上村史馆，分批推

进网上村史馆建设，将覆盖全市 816个行政村，服务人数超 59万人。

打造“史志文化巡回大讲堂”品牌，深入基层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地

方历史文化，让全社会更加了解、关注和支持史志工作。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南充市人大常委会退休老领导

参观南充市方志馆

10月 9日上午，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慎宽，原党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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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副主任刘伯忠，原党组书记、主任袁险峰，原副主任杨元生，

原副主任罗自省等老领导来到南充市方志馆参观调研。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熊建春，市地志办主任贾敬铣及市方志

馆负责人陪同参观。

在讲解员的详细解说下，老同志们依次参观了城望巴蜀、绸

都千年、文盛古今、情怀家国、民俗风物等六大特色地情展厅，

了解了南充建置沿革、自然资源、民俗风貌、经济发展、红色文

化等情况，深入体会南充地情和地方志文化发展历程。

南充市方志馆通过多样化的展陈设计、丰富的图文资料和详

实的地方史料，再现南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各个历

史阶段的奋斗历程与辉煌成就，为大家诉说着南充这片土地上的

故事与传奇。参观中，老同志们展现出对地方志事业的殷切关心，

一边聆听一边交流，对个别展陈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并对馆内展

陈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彩内容给予充分肯定。随后，老同志一行还

参观了方志馆精品藏书室，并对方志馆下一步开展古籍旧志的征

集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历史无言，精神永存。老同志们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进

一步强化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继续发扬“离岗不离党、退休

不褪色”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参与南充的建设，

为深入推进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发挥余热；方志馆是一个很好的

传承、宣传南充历史文化的平台和基地，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存

史、育人、资政”的功能和作用，切实做到传承历史、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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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人民。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市念好“三字诀”
着力提升《广安年鉴（2024）》简本编纂质量

今年以来，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严格落实省地方志办关于地

方志事业品牌建设相关部署要求，在编纂内容上狠下功夫，突出

重点、注重特色，质效并举推动《广安年鉴（2024）》简本编纂

工作。

篇目布局“精”。紧扣年鉴简本的便携定位，突出“小、全、薄、

精”的特点，卷首设置城市荣誉、友好城市、数字广安 2023概览，

文字简短有力，数据精炼准确。精心设置市情概览、川渝合作示

范区建设、邓小平故居管理等 10个类目，简明扼要概括广安地情

文化中的特色亮点，为社会各界快速认识广安、了解广安、推介

广安提供高效便捷新渠道。

记述内容“新”。坚持入鉴内容常编常新，注重搜集广安本年

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资料，增设成

都·广安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广安名优产品首发柬埔寨、世界川

菜大会在广安召开等年度大事，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和年度特色。

信息价值“高”。注重“一手资料”的权威性，所有供稿都经部

门领导审核把关和年鉴编辑部精心校对，确保入鉴资料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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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简本充分展现了川渝合作示范区建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广安产业园发展等各项成就，切实做到为党政决策服务，为地方

经济发展献策，为社会大众提供百科信息。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蒋明

调研地方志工作及昌衡书院微方志馆建设

10月 10 日，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蒋明前往九尺镇调研彭

州市地方志工作及昌衡书院微方志馆建设。蒋明仔细察看了昌衡

书院藏书室、阅览室等功能区域和昌衡故居，详细询问了地方志

书和年鉴的编纂以及昌衡书院微方志馆整体建设情况，认真听取

了彭州市地方志工作情况汇报。

蒋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存史、育

人、资政”主责主业，紧扣“传承文化基因、接续彭州文脉”关键主

题，推动彭州地方志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市五通桥区不断推进年鉴质量提升

今年以来，乐山市五通桥区地方志办公室认真践行国、省地

方综合年鉴质量建设要求，抓供稿、调框架、优内容，不断推进

年鉴质量提升。



— 6—

供稿质量大提升。3 月初，以区委办名义发文启动《乐山市

五通桥区年鉴（2024）》编纂工作，对做好年鉴的组稿编辑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并先后召开全区地方志工作业务培训会和全区党

史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升基层地方志工作人员能力；同时，对报

送不及时、稿件内容不完整、质量较低的部门（单位）限期补充

完善，结合当年全区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稿件，促进各

供稿单位提供的年鉴资料质量有了大幅提升。今年共收录全区 100

余个部门（单位）的工作资料，初稿 50余万字。

框架结构大优化。对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四

川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范》和国、省精品年鉴编纂的最新

要求，在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篇目审查意见基础上，学

习借鉴精品年鉴特别是《乐山年鉴（2023）》篇目设置，对《乐

山市五通桥区年鉴（2024）》篇目进行较大调整和充实细化，由

往年年鉴篇目 6大类调整为 30大类，将“区委、区人大、区政协、

区政府、农业、工业”等内容升格为类目，整体框架进一步优化，

减少了结构层次，内容更加清晰和全面。

编纂内容大突破。全书突出五通桥区地域特色、年度特点，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全彩版印刷，在前置彩页中，单独

设置绿色硅谷建设专题，突显五通桥区在晶硅光伏产业方面取得

的成效；在区情概览中，设置历史文化分目，下设史迹遗存、地

方民俗、地方美食 3个条目，体现五通桥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在

区委类目中增设重大决策、重大工作推进 2个分目，在区政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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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增设施政纪要分目，并设置相应条目，体现年度特色和五通

桥区工作特色。

目前，《乐山市五通桥区年鉴（2024）》已完成初稿编纂，

进入审校排版阶段。下一步，五通桥区地方志办公室将坚持“三审

三校”原则，做好年鉴初稿审核校对，并召开年鉴评审工作会，确

保《乐山市五通桥区年鉴（2024）》按时高质量公开出版。

（乐山市五通桥区地方志办公室）

长宁县积极推进史志宣传工作

今年以来，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长宁县地方志办公室）依

托现有党史和地方志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史志宣传活动，发挥

史志“教化育人”功能。

编好史志教材，传播精品史志文化。聚焦史志著作编写这个

“责任田”，做好《长宁县年鉴（2024）》《中共长宁县委执政实

录》《竹海镇志》《长宁老区党史期刊》等史志书籍编纂出版工

作，指导做好红色题材书籍的编写。向乡镇（街道）、县直部门

（单位）赠送《长宁县年鉴（2023）》《中共长宁县委执政实录

（2023）》《王学勤烈士》等史志书籍 5种 400余册。

搭建宣教平台，拓展史志宣传渠道。扎实开展史志阅览室建

设，力求超额完成任务（市上下达新建 10个史志阅览室任务）。

一是自建。利用机关企事业单位小会议室打造史志阅览室，并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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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史志书籍，方便干部职工学习史志知识。二是联建。将长宁县

城竹韵广场、中医院广场、富源广场的竹香书屋，打造成史志阅

览室并挂牌，丰富竹香书屋藏书，满足县城群众对史志文化的需

求。三是驻建。依托全县 13个镇 168个村（社区）现有服务场所，

选择具备“六有”标准的场所，赠送史志书籍，授予史志阅览室牌

子，方便镇村群众阅览史志书籍。

用好宣教资源，创新史志宣传路径。利用余泽鸿故居（市级

党史宣教示范点）进行史志宣教，余泽鸿烈士故居现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县内外前来参观学习、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团队络

绎不绝。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办公室）在余泽鸿烈士故居

开展史志专场宣讲 12场次，接待游客 5600余人次，达到良好的

宣传效果。

（长宁县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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