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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动态】

成都市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

成都市地方志部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弘扬，大力推

进区域内乡镇（街道）、村（社区）史志阅览室创建工作，截至

目前，共建史志阅览室 108 个，覆盖全市 23 个区（市、县）。

连同之前设立的 8家成都方志馆分馆、113家成都社区微方志馆，

方志文化宣传阵地初具规模，基层方志文化宣传服务平台集群体

系初步形成，方志文化普及教育初见成效。

完善制度规定，保持有序发展。制定《成都方志馆分馆及社

区微方志馆（史志阅览室）管理暂行办法》，从申报条件、申报

流程、审批手续、权利责任、推出机制等方面对成都方志馆分馆、

社区微方志馆及史志阅览室建设管理进行全面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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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示范引领，注重建设质量。市本级联合有关区（市、县）

地方志部门，选择基础条件较好且前期建设成效明显的微方志馆

及史志阅览室，按建设标准进行规范培育打造，分别在中心城区

及二、三圈城建立了至少 1个社区微方志馆（史志阅览室）示范

点。通过举行观摩现场会等方式，将规范化建设模式在全市加以

推广，保证了社区微方志馆及史志阅览室的质量效益。

把控创建节奏，保持适度发展。既加大建设力度，又做好筹

备计划，实行逐步推进、成熟一个挂牌一个。通过制订年度计划，

积极有序推进区（市、县）自建社区微方志馆及史志阅览室工作，

有效形成了串点成线、连线带片的史志宣教新格局。

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属地管理。从 2022 年起，成都市把社

区微方志馆及史志阅览室建设列入考核指标，实行目标绩效管理，

以此督促激励区（市、县）地方志部门，积极主动抓好所属区域

社区微方志馆及史志阅览室建设管理。

提高利用效益，注重发挥作用。市本级及区（市、县）地方

志工作部门坚持常态化调研指导区域内史志阅览室创建工作，研

究制定各级加强建设管理、提高利用效率的规章制度，并及时向

已设史志阅览室丰富充实地情书籍。充分利用史志阅览室（社区

微方志馆），多形式开展各类史志阅读宣传活动，将史志阅览室

（社区微方志馆）打造成贴近人民群众、乡土气息浓郁的方志文

化新空间。

（成都市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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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多点突破积极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积极推进史志阅览室建设和运

行，切实发挥史志阅览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重

要文化阵地作用。2022 年全市设立 37 个史志阅览室，2023 年拟

设立 30个以上。

高度重视，系统推进。成立史志阅览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将史志阅览室建设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制发史志阅览室建设

工作方案，室务会定期研究推进，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对区县地方

志工作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形成省市县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

合理布局，建管并重。坚持把史志阅览室建设作为史志“七

进”重要抓手，依托各乡（镇）情馆、村（社区）史馆、文化站

（室）、阅览室等现有公共文化设施，选择基础条件好、示范辐

射强的文化阵地设立史志阅览室。注重制度上墙管理，严格“五

有”标准（有专门场地、有史志专栏、有管理人员、有统一规范

的标识牌、有健全管理制度），确保建设一个成熟一个。注重后

续跟踪问效，督促各区县地方志部门对设立的史志阅览室定期进

行回头看，了解群众需求情况，更好地发挥文化阵地作用。

突出特色，传播文化。坚持把以文育人作为重要职责，充分

发挥史志阅览室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不断丰富藏书

内容，扩大藏书规模。向史志阅览室赠送《巴蜀史志》《蜀韵纪

事》《乐山市志》《乐山乡镇简志》《乐山话方言词典》《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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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志》《名人与乐山》《乐山掌故》等具有地方特色、可读性强、

教育意义大的史志书籍 2500 余册。各地充分利用史志阅览室开

展宣传展示、党课宣讲、地方文化讲座、知识竞赛等各类宣教活

动，搭建起市情宣传、党史教育、地方志文化宣传的阵地，让读

志用志常态化开展，充分发挥史志教化育人作用。

共建共融，提质增效。依托乐山党史和地方志部门合署办公

的优势，合作共建史志阅览室，借助郭沫若故居、丁佑君烈士纪

念馆等“七进＋”示范点，让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革命遗址与地

情风俗深度融合。今年开展第二批史志阅览室建设，更加突出代

表性、实效性，如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

学院等高校共建史志阅览室，犍为县在县委党校、五通桥区在茶

花社区设立史志阅览室，夹江县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手

工造纸传统村石堰村设立史志阅览室，峨眉山市在峨眉雪矿泉饮

料有限公司设置史志阅览室，推动史志阅览室设立向基层一线延

伸，真正让地情书籍走出储藏室、走进群众中。

（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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