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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8日

【特别关注】

2024 年成德眉资党史和地方志事业

同城化联席会议在资阳召开

11月 22 日，2024 年成德眉资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同城化联席

会议在资阳召开，会议签署了《成德眉资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同城

化发展 2024—2026 年行动计划》，发布了《2023 年成德眉资同

城化大事记》、“成德眉资党史地方志网上展示厅”、“成德眉资党

史地方志专家库名单”等。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省

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周书生，资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薛学深

出席会议并致辞。

陈建春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成德眉资深入挖掘本地历史

文化资源，以“三个服务”为抓手，协同开展地方志书编纂培训、

共同推进地方志理论研究、联动开展方志文化活动、联合展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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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文化成果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构建起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

作共赢的“大史志”工作格局，以高质量成果服务四市地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四市史志部门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史志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总结近年来同城化发展成效，充分利

用好此次史志事业同城化联席会议成果，努力在“存史、育人、资

政”等各领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积极推动地方

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更好服务文

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为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史志力量。

据介绍，成德眉资史志部门先后轮流举办四次联席会，制定

了三年行动计划，签署了史志资源交流共享、史志阵地传播联盟

等框架协议，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形成系

列资政论文集，相继推出《成德眉资同城化大事记》《成德眉资

党史和地方志同城化理论研讨论文集》等成果，共同发布了“成德

眉资红色+乡村旅游线路”，推动成德眉资史志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为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等地党史和地方志部门负

责人及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前，与会者还现场参观了资阳

市博物馆、星河动力、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中国牙谷科创

园等地，资阳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周月霞，资阳市委

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薛学深分段陪同调研。

（省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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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征文活动圆满结束

近日，省地方志办组织开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征文活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关心支持下圆满结束。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为全面回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取得的伟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讴歌 75年来四川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可喜成就，凝

聚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量，激励巴蜀儿女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

川新篇章作出新的贡献，4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省地方志办面

向社会各界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征文活动。

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

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年来全国特别是四川经济社会和

文化生活发展主线，共收到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随笔等多类

作品 232件。这些作品或梳理总结 75年来四川的重要事件、重大

活动和巨大成就，或再现 75年间四川籍重要人物的风采和成绩，

或回顾自己所在家乡或家庭发生的历史巨变，记录新时代，弘扬

新精神，讴歌新辉煌，唱响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

爱家乡的主旋律。通过专家评审，活动共评出一等奖 5名、二等

奖 10名、三等奖 15名、优秀奖 20名。

本次活动，是继“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主题后，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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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办围绕重要节点开展的又一主题征文活动。下一步，省地方

志办将继续紧跟党政决策、紧扣时政热点、紧贴百姓生活，适时

开展相应活动，并择优刊发到《巴蜀史志》期刊、四川省情网和“方

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平台，围绕高质量服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传承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巴蜀文化、民族文化，持续

有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能力。

（省地方志办）

【市州动态】

“遂宁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进校园”

宣讲活动走进射洪中学

11 月 21 日，“遂宁方志大讲堂·方志文化进校园”宣讲活动在

射洪中学举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遂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

员、遂宁市史志文化宣讲队成员、射洪陈子昂研究会会长谢德锐

以《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诗人陈子昂的精神追求与家国

情怀》为题进行宣讲授课，通过图文结合、现场互动、有奖竞答

的形式，从人物生平、作品题材与特点、主要贡献、历史功绩、

当代价值、当代评论等多方面，分析陈子昂的形象特征与精神内

涵，展现其诗骨与魅力。

宣讲活动在“让方志走进校园、让历史走进生活、让文化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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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同时，搭建起各级地方志部门与学校的合作交流渠道，推

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显著提升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地方

文化的研究阐释水平，从而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

信、厚植家国情怀。

（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南充市扶贫志》《南充市全面小康志》

编纂资料搜集工作培训会召开

为贯彻落实南充市扶贫志和南充市全面小康志（以下称“两

志”）编纂工作部署要求，提高“两志”编纂供稿质量，确保编纂工

作有序开展，11 月 22 日，《南充市扶贫志》《南充市全面小康

志》编纂资料搜集工作培训会在南充市方志馆召开，市直相关部

门“两志”资料搜集牵头科室负责人等 100余人参加会议。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苍溪县“三举措”稳步推进乡镇志编纂工作

近年来，苍溪县地方志编纂中心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保障编纂

进度、精细业务指导提升编纂水平、开展经验交流加强志书规范

三项措施，稳步推进全县乡镇志编纂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以县委办名义印发《关于认真做好乡镇志、

部门志及村（社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安排部署乡镇志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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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将该项工作纳入目标绩效考核管理，督促各乡镇建立编

纂委员会，为乡镇志编纂工作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精细业务指导。深入各乡镇实地调研，了解编纂工作的实际

情况，并根据各乡镇的特点和需求，提供针对性业务指导。将已

出版的《鸳溪镇志》《五龙镇志》等镇志作为参考范例，明确志

书的标准和要求。组织部分乡镇志编纂人员参加全市地方志业务

培训，提升编纂人员业务水平。

开展经验交流。组织各乡镇编纂人员召开经验交流会，交流

分享经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后续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提供

指引和借鉴，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

（苍溪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武胜县丰富文献数量强化方志文化研究

近年来，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积极探索新途径不

断丰富志书文献数量，为方志文化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巧用各地志书成果，学习先进经验。主动与重庆市合川区、

铜梁区，湖南省湘乡市，四川省乐山市、南充市、阆中市、米易

县等地史志部门开展志书成果交换。现已征集到《合州志》《铜

梁图志》《今日湘乡》《南充县志》《走近郭沫若》《阆中地名

故事》等地情书籍 500 余册。这些地情书籍为《武胜史略》《武

胜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浴血武胜》《武胜扶贫志》编纂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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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先进的编纂理念与科学的体例框架。

征集本地家谱，深入家风研究。在“i 武胜”微信公众号发布征

集家谱族谱的启事和开展家风故事征文活动，向市民群众有奖征

集家谱族谱和家风故事，并建立登记表记录家族信息、捐赠者信

息、联系方式。现已征集到武胜李氏、陈氏、唐氏、毛氏等家谱

族谱 80余部。通过对本地家谱的整理研究，编纂出版《武胜好家

风》并获得省社科联项目资助。此外，还制作武胜家风专题课件

2个，被纳入县委党校干部培训常设课程。

接受文艺作品捐赠，拓宽研究视野。通过举办座谈会、开展

节庆活动、设立专门捐赠渠道等形式，主动与县内外武胜籍作家、

画家、书法家等文化工作者联系。现已收集到诗人杨本泉的诗集，

剧作家杨天敏的《履痕》《杨天敏影视戏剧作品选集》，陈运祥

的《东关女子西关汉》等众多文艺作品及回忆录 200余册，为编

纂《诗意武胜》《武胜通史》提供史料支撑。同时，也为武胜古

镇保护开发、历史地名考证溯源、古建筑遗址研究修缮、人文精

神传承弘扬等武胜文化特色课题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资阳市雁江区三向发力

抓实做细镇（街道）志编纂工作

今年以来，资阳市雁江区地方志办公室严格按《资阳市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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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总体规划方案》，积极拓宽渠道、广泛

走访调研、抓实业务培训，推动雁江区 18部镇（街道）志编纂工

作不偏向、不走样。

加强上下联动。在镇（街道）志编纂工作启动初期，分批次

召开培训会，明确编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目标，统一编纂单位的

思想认识，每月定期前往各编纂单位实地调研，研究解决编纂工

作中的难题，确保编纂工作顺利推进，定期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

及时请示和反馈，确保上下信息畅通。

加强对外沟通。邀请历史、文化等领域专家以及地方志爱好

者参与编纂工作，提供专业咨询和指导，尤其是在编纂过程中向

多方核实各类历史资料和口述材料，确保志书内容真实全面。

加强横向协同。积极对接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文旅

局等相关部门，为编纂工作提供必要数据和资料支持。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整合各类资源，确保各方步调一致、同频共振。

（资阳市雁江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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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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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8日印发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