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107期（总第 712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31日

编者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方志，在历史传承、地方特色展

示、社会治理与决策参考，以及学术研究与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从乡镇村志编纂、

地情文化开展、方志文化宣传三方面进行总结，深度诠释何故“留乡愁”、

何为“传文脉”、何以“践使命”，既展现出方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也充分彰显出方志的历史价值和影响；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秉

承“党旗所指、史志所向”的初心使命，聚焦“存史、育人、资政”主

责主业，找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切入点、结合点、突

破点，着力构建“大史志”格局、打造“大宣教”矩阵、激活“大资政”

效能，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现将两篇文章刊载于

后，供全省地方志部门学习借鉴。

留乡愁记忆 展方志风采

方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贴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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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培育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近年

来，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坚持民有所需、

志有所为理念，做实镇村志编纂、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史志文

化下基层等工作，不断彰显方志的当代价值和影响力。

一、留乡愁，乡镇村志编纂扎实开展

因四川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镇村数量大幅缩减。

为保留乡愁记忆，“把大变化写进新村志”，大力推进镇村志编纂

工作。

一是规划先行，科学谋划蓝图。按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统一部署，2021年启动乡镇（街道）、村志编纂。与两项改革“后

半篇”文章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文部署工作，高位推

动。制定覆盖全市 84 个乡镇（街道）、21 个特色村的《德阳市

乡镇（街道）、村志编纂规划》，用 8年时间分批压茬推进编纂。

目前，45 镇 19 村开展编纂，其中，11 镇 6 村基本完成初稿，6

镇 5村即将出版。

二是因地制宜，本地人修本地志。发挥修志主角作用，指导

镇村搭建“土班子”，精选本地有文化、知乡情、有情怀的老干部、

老党员、老教师等充实编写队伍，力求志书有温度、忆乡愁。如

德阳市罗江区《鄢家镇志》，吸纳本地农民诗人参与编纂，发挥

其知地情、有情怀、能写作的优势，志稿受到各方好评。

三是加强培训，提升业务素养。镇村志启动至今，分层分类

组织专题培训、以会代训 23场，800余人次参训。建立专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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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离退休党政干部、资深学者入库。建立市、县、镇、村四级

联动工作机制，开展送编纂业务知识下乡活动，市县两级每年到

镇、村开展针对性指导 60余次，成功营造承编单位和指导单位各

负其责、勠力同心的良好修志氛围。

四是精品导向，坚守质量生命线。将精品意识贯穿编修全过

程，坚持全链条“品控”。建立纲目按层级报审机制，规范体例，

强调编纂突出时代特色。如，什邡洛水镇将李冰导洛通山、休闲

避暑产业，罗江白马关镇将金牛古道、三国历史文化、骑行赛事

等作为记述重点。印发《德阳市乡镇（街道）、村志稿评审办法

（试行）》，实施镇村志初审、复审、终审“三审定稿”制度。2023

年，与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联合撰写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

镇（街道）、村志编纂的建议》呈送省委、省政府，获省委常委

签批。

二、传文脉，地情文化开发深入开展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以“何以德阳”为题，高质量推进地情文

化整理开发。

一是贴近群众，系统挖掘地方文化。设立常年项目系统挖掘

地情文化，2013年以来，先后出版《德阳掌故》《德阳民俗》《德

阳风景名胜》《德阳味道》等系列地情书 10册，将历史沿革、典

故、传说、民风民俗、自然人文景观、风味美食等以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受到各界普遍赞誉，也为镇村志编纂提

供了历史线索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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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聚焦发展，忠实记录伟大实践。《德阳史志》期刊紧扣

时代脉搏，及时聚焦中、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和市委发展总思路、

行业发展成就，可读可存，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史志期刊质量评估

中，成为四川省唯一获得表扬的市级期刊。

三是精选主题，特色文化多元输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梳理形成《三星堆大事记》，助力三星堆文

物保护示范区建设。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推介德阳，省市合作编辑

出版《巴蜀史志·三星堆专刊》，什邡李冰陵、中江“铜山三苏”和

罗江范家大院等登录《巴蜀史志》封面。

三、践使命，方志文化宣传创新开展

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整合资源、创新

方式推进方志文化宣传，让方志文化走出闺阁、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是修志为用，推进村史馆建设。全面秉持“修志为用”理念，

打破“修好了再用”的固化思维，主动参与镇村文化阵地打造。指

导旌阳区高槐村村史馆建设，开设小讲堂，设置史志书籍专柜，

收藏史志书籍 200余册，将史志文化与咖啡、陶艺、扎染等休闲

业态和谐融合，年接待游客超 50万人。指导中江县道桩村在中组

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中，充分用好“文家桥暴动”这一红色资

源，打造特色村史馆。2022年以来，高标准整合镇村文化站（室）、

村史馆等资源，挂牌设立、免费开放省市县三级阅览室 21个，规

划建设市县二级史志阅览室 200个，已建成 63个。

二是依托网络，打造线上村史馆。创新网上村史馆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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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市委组织部“好德行”微信小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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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打造品牌，开展巡回宣讲。统筹社会宣教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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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县两级史志干部为主干，吸纳各地史志“土专家”，锤

炼壮大宣讲队伍。因地制宜，分众分类，精准宣讲。2023年以来，

开展史志“七进”活动 60 余次，赠书上万册，送课 40 余堂，受众

超 3000人次。同时，还用微信公众号、短信予以推送，让社会各

界更加了解史志、关注史志、支持史志。

〔此文系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在 2024年 10

月 10日全国方志文化村建设现场会上的交流发言〕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改革创新推动新时代史志工作提质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

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剑

阁县史志中心”）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为指引，秉承“党旗所指、史志所向”的初心使命，聚焦“存史、

育人、资政”主责主业，找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切入点、结合点、

突破点，积极谋划自主改革项目，识变应变求变，激发动活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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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争当深化改革排头兵，力求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史志工作提

质增效。

坚持合作理念，变“单兵作战”为“兵团作战”，着力构建“大史

志”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

长久之事”。史志工作承担着整理发掘和研究开发重要历史资源、

传播弘扬地域特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光荣使命。但长期以来，史

志部门“冷锅冷灶冷板凳，隐居闹市无人问”，单打独斗、闭门修

志写史、人少钱少项目少现象较为突出。剑阁县史志中心坚持“开

门修史、众人成志”理念，在集聚领导力量、部门力量、专业力量、

社会力量上改革探索，变“单兵作战”为“兵团作战”，构建起同向

发力、协作配合、同频共振的“大史志”格局。

一是市县纵向联动合力共推。深化“1+7”市县联动工作机制，

采取主动汇报、邀请调研、承办会议等方式，极力争取市委党史

研究室和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有效破解机构、编制、

人员、职级、经费等难题。市县联动召开党史地方志重点工作推

进会、现场会、座谈会 6次，先后承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市委党史研究室现场调

研 18次；承办川陕甘毗邻市党史地方志工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全省“精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四川印记”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现场参观；联动开展《广元苏维埃》、党史三卷、

扶贫志编写，史志课题研究，史志信息撰写等业务培训 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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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部门横向联动合作共谋。强化史志中心与县直部门的互

动、互联、互融，主动参与中心工作、重大项目。深度融入剑门

关高级中学提质专班，推进新时代红色教育基地打造；协同县纪

委监委打造大蜀道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编印《廉洁文化口袋书》

微读本 5个部分 6万余字；联动县委组织部打造党员干部党性教

育示范基地；牵头推进剑门蜀道史志文化走廊建设，精心打造“红

色文化”“蜀道文化”“古树名木文化”等五条精品文化路线；积极参

与教育、文旅部门红色课程研发，红色主题线路打造，探索党史

研学、红色旅游、思政教育“三维一体”融合新路径，打造“剑门蜀

道上的思政课”。

三是社会多向联动合拍共进。广泛整合统筹县社科联、县政

协文史委、县委党校、县文史馆、四川省剑门关古蜀道历史文化

社科普及基地、县高完中学校等单位研究力量，组建史志专家人

才团队，推荐 7人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咨询决策库，推荐接受

中央电视台等央省主流媒体采访 23人次。通过购买服务、课题合

作、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等举措，联动申报省市课题 40个，省社

科基金重大专项立项 2个，市立项 13个，联合编纂《剑门豆腐图

志》《人文剑阁》等史志书籍 5册。

坚持创新思维，变“唱独角戏”为“奏共鸣曲”，着力打造“大宣

教”矩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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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史志工作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强新时代意识形态主阵地的职能职责。长

期以来，史志部门对红色景区、纪念场馆、革命遗址等史志资源

富集地和电视、电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缺少领导权、管理权、

话语权，史志文化“藏在深闺无人识”的现象较为突出。剑阁县史

志中心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理念，不断推进宣教队伍建设、

宣教内容探索、宣教阵地拓展等方面创新求变，着力打造全方位、

全周期、全覆盖的“大宣教”矩阵。

一是组建“多元化”宣讲队伍。多维度聚才、选才、育才，打

造“敢讲、善讲、会讲”的史志宣讲队伍，打破史志部门唱独角戏

的困局。组建了“1+5”史志宣讲团队：“1”，即采取组织推荐、个

人自荐、上门求贤等方式吸纳 21名本土“史志人才专家”进入人才

库，组建“史志专家宣讲团”，进行史志文化主题、主旨宣讲。“5”，

即依托“县委宣讲团”“巾帼宣讲团”“知客宣讲团”“五老宣讲团”“红

领巾宣讲团”进行史志文化小专题、小切口宣讲，形成全方位、立

体式的史志宣讲矩阵，营造“人人都是史志宣讲员、处处都是史志

宣讲地”的“大宣传”氛围。

二是探索“订单化”宣教模式。深化史志“七进”活动开展，探

索推行“订单式”史志宣讲模式，根据听众需求、行业特点及不同

的受众群体，量身定制“剑阁红色历程、剑阁历史文化、剑阁历史

名人、剑阁民俗风情、剑阁发展变化”五大史志宣讲主题，细化红

四方面军在剑阁、学大寨赶化林，翠云廊植柏护柏历史、剑门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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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风云，李榕、黄裳，白龙花灯、杨村傩戏，县城搬迁、决策部

署等 35 个宣讲专题，实现“讲”与“需”精准对接，有效破解“讲什

么听什么”“为宣讲而宣讲”问题。先后开展史志讲座进机关、进学

校、进乡镇、进企业活动 300余场次，覆盖党员干部、群众学生

5万余人。

三是打造“共享化”宣教阵地。线下依托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

馆、化林村村史陈列馆、李榕纪念馆等党史、党性教育基地，党

建长廊、广元蜀道翠云廊生态博物馆、史志阅览室等阵地；线上

综合运用剑阁发布、剑阁融媒、直播平台等全媒体手段，网上网

下同频共振、线上线下共同发声，着力打造资源共享、特色共建、

融合共生的史志宣教阵地。深度参与中国大蜀道博物馆、大蜀道

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提升改造；协同建成 260亩中小学生研学营地、

广元市干部正确政绩观教育基地。省市县共建史志阅览室 15个，

因地制宜设置“史志小微书架”200余个，配备史志类书籍约 11000

册。

坚持发展导向，变“以史（志）辅政”为“以智辅政”，着力激

活“大资政”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史志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史志文化是党

执政最宝贵的“文库”“智库”，对于守护文化根脉、赓续红色家谱、

助力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力量和特殊使命。长期以来，史志部门

重存史、轻资政，重编修、轻研究，重记录、轻参与的“三重三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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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较为突出。剑阁县史志中心秉持“大局所需、史志所能”理念，

在资政方向、资政载体、成果转化等方面重点发力，着力形成“大

资政”模式。

一是服务中心大局。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翠云廊古蜀道

视察“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的重

要指示精神，紧扣剑阁县委“1233”执政兴县战略，牵头组建课题

组，从历史、理论、实践和价值四个维度，做好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翠云廊古蜀道等史料征集整理编辑。深度挖掘蜀道作为生态保

护大道、文化传承大道、经贸交流大道等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

完成翠云廊古柏保护历史经验对加强干部正确政绩观教育，对建

立健全党政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的现实意义等课题研

究。

二是创办资政专刊。聚焦党史故事、文化传承、工业发展、

文旅融合等重点工作，深入挖掘、系统总结、深入研究、建言献

策，为县委、县政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决

策参考。创办《史志资政》专刊，截至目前刊发 121期、《特刊》

6期，获得县领导批示 18件次。《翠云廊：中国植柏护树制度演

变发展史》《中国官员离任交接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思考》被省地

方志办公室《资政参阅》刊发。

三是推动成果转化。“成立蜀道文化研究院”“推动剑门关高级

中学高质量发展”等 12 条意见建议分别被中共广元市委八届七次

全会、中共剑阁县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出台的《决定》充分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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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蜀道古柏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建议》《推动剑门关高

级中学高质量发展建议》被省委、省政府肯定，市委纳入全会决

定，县委转化为成果运用，组建专班予以推进。《加速推进剑阁

史志文化优势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转变的建议》纳入县“旅

游百日大会战”具体举措实施。

（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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