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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

【特别关注】

构筑三级质量体系 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市县志质量体系建设纲要》

《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出台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

指导意见》《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12 月 28 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

公室印发《四川省市县志质量体系建设纲要》《四川省综合年鉴

质量体系建设纲要》（以下简称两个《纲要》）。这是继出台《〈四

川省志〉质量体系建设纲要》后，省地方志办再次制定的提升四

川志鉴编纂质量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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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市县志质量体系建设纲要》包含《四川省市县志编

纂工作流程》《四川省市县志编纂标准细则》《四川省市县志质

量管控程序》《市县志记述事物的基本分类（提示性参考）》四

个附件，明确市县志编纂具体流程、质量要求、志书质量管控阶

段的责任、内容，同时为市县志书设置篇目提供参考。《四川省

综合年鉴质量体系建设纲要》包含《四川省综合年鉴编纂人员素

质要求与职责》《四川省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流程》《四川省综合

年鉴编纂质量标准细则》《四川省综合年鉴质量评价制度》四个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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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纲要》是在广泛吸取全国各地编纂经验，分析存在共

性问题及原因并结合四川省市县志及年鉴工作实际基础上制定

的，力求系统、细致、简明易懂，更加注重可操作性。两个《纲

要》主要为各级编纂市县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为各级志鉴

编纂从业者提供指导，对其他乡镇（街道）、村（社区）志书、

专业年鉴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两个《纲要》的制定对深化构建

省、市、县三级志鉴质量体系，进一步夯实地方志部门志鉴编修

主业，发挥地方志部门“存史、育人、资政”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省地方志办将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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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持续用好地方综合年鉴

编纂篇目审查与复核、质量抽查与通报制度，系统推进四川省年

鉴精品工程，系统谋划三轮修志，持续深化志鉴质量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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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三个《纲要》制定后的跟踪问效，确保《纲要》举措

在志鉴编纂中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四川由志鉴大省向志鉴强省跨

越。

（省地方志办）

《巴蜀史志》“第二轮修志”增刊出版发行

12月 28日，四川省地方志办策划编辑的《巴蜀史志》“第二

轮修志”增刊出版发行。

地方志是官书信史，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服

务社会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一项面

向社会各界、涉及方方面面的庞杂而恢宏的系统性文化工程。四

川第二轮修志工作从 2005年底全面启动，超 7000位修志人员历

时近 15 年辛勤耕耘，至 2020 年底，总规模超 3.5 亿字的四川省

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顺利

完成，既是四川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史上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对

四川修志力量、修志方阵的阶段性检阅和锤炼。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关于修史

修志的重要论述，切实抓好二轮修志的经验总结与运用，延续好、

传承好、推广好修志过程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做好三轮修

志前期准备，四川省地方志办策划编辑出版本期增刊。

为将本期增刊打造成精品期刊，四川省地方志办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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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领导，科学谋划，周密部署；《巴蜀史志》编辑部多次召开

编辑工作座谈会，就增刊定位、视野视角、栏目设计、稿源获取、

文稿编排、图片选取、内容优化等进行沟通协调。2022年 11月，

四川省地方志办即面向社会各界开展“我的修志故事”主题征文；

2023年 6月，四川省地方志办、四川省地方志学会联合下发《关

于开展 2023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征文暨〈巴蜀史志〉“第二轮修

志”增刊供稿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州）地方志部门、省直各

部门（单位）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组织征文，提交二轮修志经验

文章，报送二轮修志有关图片；主动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江

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江西省地方

志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5个省（市、

区）地方志部门参与二轮修志的领导专家约稿，为本期增刊提供

数量充足、质量优质的稿件和精美图片。本期增刊特邀成都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编纂处处长杨文华参与编审，确保增刊

内容丰富、记述准确、重点突出、编排精美。

本期增刊旨在总结二轮修志工作经验，探索三轮修志方法，

讲好四川方志人宵衣旰食、皓首穷经、携手并肩、苦心孤诣高质

量完成修志任务的感人故事，在谋篇布局上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

面的总结研究、修志过程与修志成果的总结研究、修志与用志的

总结研究、本省修志经验与外地修志做法的总结研究有机结合，

设有“特载”“志鉴编纂”“开发利用”“总结探索”“他山之石”“好书品

鉴”“修志岁月”7个栏目。其中“特载”栏目全面总结为保质按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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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轮修志工作，四川各级各部门在依法治志、组织规划、管理

运作、质量管控、宣传弘扬、开发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特色

做法、工作亮点。“志鉴编纂”栏目侧重介绍二轮修志篇目拟订、

资料搜集、志稿撰写、总纂定稿等编纂重要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

勾勒探索提高乡镇村志、重大专题志、部门志及年鉴编纂质量的

新思路新举措。“开发利用”栏目汇集展现二轮修志中全省地方志

部门坚持留存史实与服务现实相结合、开发利用与宣传弘扬齐推

进，在做好二轮志书编纂的同时，探索方志资源转化利用新领域

新途径，开创方志资源转化利用的新成果、新局面。“总结探索”

栏目重在梳理总结二轮修志取得的经验及存在问题，并对三轮志

书编纂和方志成果利用提出创新性建议和做法。“他山之石”栏目

聚焦上海、江苏、广东、江西、内蒙古 5个省（区、市）二轮修

志工作中在依法治志、组织管理、内容形式、队伍建设、开发利

用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为四川即将启动的三轮修志工

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参考。“好书品鉴”栏目选介 4部志书，客

观评析其好的编纂模式与编纂方法及存在不足，为做好三轮修志

工作具有启发意义和操作借鉴。“修志岁月”栏目重在打捞修志记

忆，讲好修志故事，传承弘扬修志人精神。

本期增刊共刊载文章 59篇、图片 290余幅，版面字数 40余

万字，是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办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推出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巴蜀史志》

创刊 41年来，继 2019年“纪念大熊猫科学发现 150周年”专刊、“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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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增刊、“脱贫攻坚”增刊、“四川历

史名人”专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增刊、“聚焦三星

堆”专刊、“四渡赤水”专刊、“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三苏文化”

专刊等专刊、增刊后，又一主题集中、内容丰富、图片珍贵、制

作精美、极具收藏价值的主题期刊。

本期增刊的编辑出版，对展示四川全省多元而又生动的二轮

修志实践、丰富而具特色的修志成果，总结二轮修志的宝贵经验，

发扬修志优良作风，科学规划第三轮三级志书的编修，启迪、激

励三轮志书的编纂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扩大四川方志的行业影

响与社会认知，都具有积极意义。

（省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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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

（共印 2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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