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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回顾梳理明方向 凝心聚力再出发

省地方志办向各市（州）地方志部门反馈 6年来年鉴质量建

设总体情况

市级综合年鉴作为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的重中之重，对

上是省级综合年鉴的重要基础素材来源，对下为县级综合年鉴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年鉴质量的高低对全省年鉴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10月中旬，省地方志办点对点向 21个市（州）发出《关于进一

步深化质量意识 提升年鉴质量的函》，针对性总结各市（州）自

2018年开展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尤其是 2019年起全省建

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复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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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抽查制度以来，在加强年鉴质量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分析存

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努力方向。

多措并举提升质量，年鉴质量建设成效显著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明确将市级综合年鉴作为全省年鉴质量

提升的重要抓手，持续抓好顶层设计，强化流程监督，注重示范

引领，加强队伍建设，多措并举辐射带动全省年鉴质量提升。

抓好顶层设计，构筑质量标准体系，确保年鉴质量提升有章

可循。2018年 9月，省地方志办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实施地方

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强调要以上率下开展全省地方综

合年鉴编纂篇目（大纲）审查、复审和成品书质量抽查，为全省

地方综合年鉴质量建设提供了总纲；2021年 1月，印发《关于提

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意见》，从编、审、用全过程多维度

为全省年鉴质量建设提出指导性举措；2023年 12月，印发《四

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覆盖编纂人员素质、编纂流

程、质量标准与质量评价等影响综合年鉴质量的关键因素，持续

深化年鉴质量体系建设。

强化流程监督，注重审查结果运用，确保年鉴质量提升措施

有力。2019年开始，全省建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和地方

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复核、质量抽查制度，市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篇目报省地方志办审查，前移质量把关关口，省地方志办对已出

版的上一年市级综合年鉴编纂篇目进行复核、质量抽查，加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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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问效。审查、复核、质量抽查均进行量化打分，在系统分析共

性问题的基础上，点对点梳理个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确保审

查反馈意见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可操作性。

注重示范引领，激发质量提升动力，确保年鉴质量提升行稳

致远。2022年，在全省开展“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营造读精品、

学习精品、编精品的良好氛围，产生了一批年鉴理论研究成果，

其中有 2篇论文分获中志办评比特等和一等论文。《武侯年鉴

（2022）》《成都年鉴（2023）》先后入选“中国精品年鉴”。2023

年 3月，省地方志办印发《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正

式启动实施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采取务实举措，严把申报、评

审、修改、复核、评定关口，同年 12月，评选出首批 5部“四川

省精品年鉴”，其中市级年鉴 4部，县级年鉴 1部。在总结经验的

基础上，2024年持续组织实施四川省年鉴精品工程，共有 19部

年鉴申报参评。同时，2022年开始，逐年开展省级年鉴成果评奖

活动，全省形成你追我赶、精益求精的良好态势。各市（州）年

鉴质量提升主动性、积极性增强，精品参评热情高涨，精心打磨

提升年鉴质量，实现由被动提升向主动提升转变，为年鉴大省向

年鉴强省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业务指导，注重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年鉴质量提升力量

充实。年鉴编纂是一项主观能动性极强的工作，年鉴质量高低关

键在于编纂人员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近年来，省地方志办高度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现场指导、邀请专家和业务骨干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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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录制授课视频云端授课、选派基层干部上挂业务处室锻炼

等形式，拓宽培训人员广度，延展培训内容深度，避免“浅尝辄止”

式培训，切实提升年鉴编纂人员能力水平。2019年、2021年，分

别举办川南、川北片区地方志工作培训会，2022年 10月召开全

省年鉴质量提升工作会，研究分析存在问题，明确工作任务，为

年鉴质量提升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经过 6年努力，全省市级综合年鉴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

2018年以来，全省 91部地方综合年鉴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

鉴类）奖，10部获评特等年鉴，其中市级综合年鉴 41部获奖，

占获奖总数的 45%，5部市级综合年鉴获评特等年鉴，占获奖总

数的 50%。

客观分析存在问题，找准制约发展堵点痛点

成绩有目共睹，问题不容忽视。客观上看，全省市级综合年

鉴质量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对外，与全国年鉴质量水平较高的

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内，市（州）与市（州）之间，市

（州）各县（市、区）之间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较突出。

从近几年抽查情况看，还存在以下共性问题：

重视程度不够，问题整改不到位。部分市（州）对提高年鉴

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不够，面对反馈意见，没有认真组织研究、举

一反三、总结经验，类似问题重复出现，年鉴质量提升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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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知识欠缺，专业能力不足。部分市（州）年鉴编纂人员

无法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满足于传统编纂年鉴模式，没有主动学

习钻研新的编纂业务知识，无法做到年鉴常编常新。

闭门编鉴仍然存在，年鉴开发利用欠缺。部分市（州）对年

鉴作为工具书属性认识不足，没有从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角度出发开展年鉴编纂，“编鉴为用”的意

识还不强，年鉴开发利用产品少。

深化年鉴质量意识，持续推动年鉴质量提升

质量建设永远在路上。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继续深化年鉴

质量意识，切实抓好市级综合年鉴这个重中之重，辐射带动全省

年鉴质量提升，努力实现年鉴大省向年鉴强省转变。

持续采取系列举措，巩固年鉴质量提升成果。常态化长效化

分级开展年鉴编纂篇目审查、复核和质量抽查工作，切实提升市

级综合年鉴质量。同时，引导市级地方志部门在抓好市级综合年

鉴的基础上，切实担负主抓主管职责，持续开展对市级地方志机

构对所属县级综合年鉴篇目审查、复核及质量抽查情况的抽查复

核工作，强化督促检查，形成上下一盘棋、省市一同抓实年鉴质

量提升的良好局面。

建强年鉴人才队伍，提升编纂规范化水平。围绕《四川省综

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这一蓝本，对年鉴编纂质量标准、工

作流程、重点难点疑点进行系统梳理解答，采取专题研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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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专家授课、个人视频自学等方式，对年鉴编纂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充分利用视频教学等多媒体渠道，扩大培训覆盖面，确

保培训到每一名基层年鉴编纂工作者，自上而下提升年鉴编纂规

范化水平。

抓好示范带动，深化年鉴开发利用。持续组织实施好四川省

年鉴精品工程和省级年鉴评奖活动，激发编纂精品年鉴内生动力。

鼓励各级地方志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年鉴资源的深加工，通过编辑

（写）资政报告、年鉴简本、地情书籍等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

为行业部门发展服务，为社会各界参考借鉴服务；同时，依托地

情网站、微信平台和方志馆等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加开放便

捷的查阅、咨询服务，真正让年鉴用起来活起来。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粉丝突破 50万

2023年 11月 17日，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粉丝数突破 10万，

成为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一个粉丝数超 10万的微信公众号。11个

月时间，“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再次实现飞跃，11月 23日粉

丝数突破 50万。

一年间，“成都方志”微信聚焦“以历史关照现实，以方志跟踪

热点”，方志文化专栏推陈出新。依托成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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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内容，深化系列。“成都地名溯源”首次系统、详尽地讲述各

区（市）县地名由来；“成都百年名校寻访”讲述成都百年名校的

前世今生；“名人与成都”追寻苏轼、李白、杜甫、陆游等历史名

人与成都的情缘；“寻访成都历史建筑”勾画出成都历史建筑的风

貌，展示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一个个专栏、一篇篇文章，于字

里行间触动心灵、振奋精神。

一年间，成都方志文化活动热闹非凡。联动市直部门策划举

办“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方志进高校”“方志好课评选”“成都方

志馆社教活动”“以书会友”等活动。第二届“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

官”吸引全市 1600余所中小学学生报名参赛，超 100万人次参与

知识学习，累计答题超 20万人次；首届“志成都·知未来·方志进高

校”吸引 22万名学生参与线上答题，第二届“方志进高校”活动正

如火如荼进行中；“志成都·致成长·方志好课评选”得到广大教师热

烈响应和积极参与；社教活动与“以书会友”活动在各区（市）县

频频举办。

一年间，方志作者妙笔生花。“成都方志”作者群体不断壮大，

他们之中有作家、教师、公务员，也有地方志系统工作人员、文

史爱好者、成都方志学会会员……他们带着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用心用情书写方志文化，讲述成都故事。

一年间，成都方志政务新媒体百花齐放。坚持内容为王，创

新为要，服务中心，回应热点。“成都方志”微信公号单篇阅读突

破 10万；“成都方志”视频号累计播放突破 1亿人次；成都方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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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矩阵获评全市“政务新媒体优秀案例”。在成都市政务新媒体

传播影响力排名中，“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首次跻身全市前十，

“成都方志”抖音号、头条号长期位居全市前十……

在一篇篇推文中，一个个视频里，“成都方志”政务新媒体矩

阵搭建起粉丝们的交流空间。地方志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是“成

都方志”对自己的要求，“有温度”“有互动”“有感动”是网友对“成都

方志”的评价。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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