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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7月 6日

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四川各级地方志部门扎实开展史志宣教工作

编者按：近年来，全省各级地方志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要求，秉

持“志鉴编纂是立业之基，开发利用、宣传弘扬是兴业之本”理念，突

出“准、活、融、规、学”五字，扎实抓好史志宣教工作，为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活力、添生机，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强基础、筑根基。现将全省地方志部门宣教工作情况

刊载如下，供参阅。

一、在“准”字上做文章，围绕中心选好宣教内容

全省地方志部门立足史志资源优势，精准把握时间节点，扣

准工作重点，找准宣教内容，自觉扛起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 2—

化重任。

紧扣节点抓策划。全省地方志部门主动围绕重大节日、重大

事件、重点工作，提前谋划，精心策划，增强史志宣传力度。癸

卯兔年春节期间，省地方志办在官方微信“方志四川”开设春节特

辑、文史英华、历史文化等栏目，发布传统文化、过年民俗、回

家团圆、迎新祈福、爱国思乡等方面的文章或诗词近 60篇，加强

传统文化传播弘扬，截至癸卯年正月初六，“方志四川”微信公众

号春节期间发布文章阅读量 318万，为增添“年味”起到了积极作

用。成都市以大运会为契机，市地方志办联合市少工委及红星新

闻网举办“爱成都·迎大运”寻找“蓉城红领巾小史官”暨成都市第

六届红领巾故事会活动，发起成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先队员

成都历史文化知识普及行动，累计超 60 万人次线上学习，16 万

人线上答题，评选出“蓉城红领巾小史官”111 名。泸州市以建市

40周年为契机，面向社会开展“泸州 40正当红·见证时光看发展”

主题征文，参与“泸州 40年 40事”“口述泸州 40年”专题报道，回

顾泸州重大历史事件，讲述泸州故事，记录好宣传好泸州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广元市在雷锋纪念日之际，举办史志“进社区”暨“向

雷锋同志学习”知识竞猜活动。南充市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万人

齐诵南充籍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的五百字嘉言录。巴中市

以建地设市 30周年为契机，市委史志办与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巴中记忆三十年·历史上的今天》专栏。绵阳市游仙区利用重

大纪念日等，开展线上史志相关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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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主业抓普及。全省地方志部门将普及史志知识作为激发

爱国热情、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通过深化史志“七进”（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军营、进社区、进网络），

不断拓展活动覆盖面、服务面，提升方志影响力，取得显著成效。

省地方志办在西华师范大学举行“方志文化进高校”首场专题讲

座。成都市联合驻地高校在成都方志馆开展方志文化主题读书分

享会。锦江区地方志办联合区教育局印发《锦江区方志文化进校

园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方志文化与中小学校学科教学、德育教

育、特色办学、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提高中小学生文化自信、

历史自信。崇州市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方志文化进校园活动，挖

掘、整理地方历史文化知识，编纂出版《崇州地名背后》《清正

传家远——崇州家风故事选粹》《蜀韵——我的崇州》等不同类

型的读本送进校园。内江市及所属县（市、区）史志部门主要领

导带头开展史志“七进”宣讲 10场次，把讲台搬到群众“家门口”，

开展“精准滴灌”式宣传。宜宾市南溪区组建史志宣讲队，深入部

门、乡镇、企事业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开展史志巡展

活动９次。蒲江县深入全县 14 所乡村学校开展“史志文化再进校

园”活动，向学校阅览室赠送地情、人文书籍。梓潼县在新录用公

务员培训、中青年干部培训、社区文化活动等场合宣讲梓潼历史

文化。成都市、绵阳市、南充市、宜宾市、广汉市、江油市、三

台县、隆昌市、高县、筠连县、兴文县、华蓥市、安岳县、九寨

沟县等地方志部门积极向机关、学校、社区等赠送史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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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活”字上求突破，与时俱进创新宣教方式

全省地方志部门破除“盆地意识”，坚持改革创新，拓宽宣教渠

道，多形式开展交流合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添彩助力。

用好新媒体传播平台。省地方志办打造“方志四川”“两微十四

号一网一刊一台一店一馆”（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微博、人民号、

新华号、澎湃号、搜狐号、头条号、企鹅号、百家号、网易号、

川观号、封面号、时间号、一点号、视频号、抖音号、四川省情

网手机版、《巴蜀史志》期刊电子版、喜马拉雅 FM电台、微店、

个人图书馆）新媒体矩阵，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巴蜀文化立体传播格局，截至 6月 30日，四川省情网累计访问量

3.85亿次，独立访客数 3635万名，“方志四川”新媒体累计关注用

户数 44万名，累计访问量 9.06亿次。成都市优化提升“成都方志”

微信公众号，新开设“访贤成都”“成都传奇”“有声成都”等原创栏

目，截至 6月 30日，“成都方志”政务新媒体矩阵粉丝量突破 184

万，累计阅读量超 13亿人次；泸州市聚焦泸州城市品牌建设与传

播，以红色文化、长江文化、白酒文化、康养文化为重点，利用

泸州史志网站、公众号、期刊、资政专刊、办公区滚动屏等网媒、

纸媒、视媒多载体，打造“媒体矩阵”，在微信公众号上设置特色

栏目，每周开展常态化宣传，点击量持续攀升。乐山市在乐山日

报、“无限乐山”手机客户端、乐山综合广播 FM102.8等媒体推介

《名人与乐山》《乐山简史》等史志书籍、刊载史志文章，展示

地情文化。雅安市在“雅州史志”微信公众号、“雅安党史方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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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红色故事、乡村振兴、红色遗址等专栏 9个，坚持每日更新

动态，持续讲好雅安故事。资阳市通过“资阳史志数字网”“资阳史

志”公众号、抖音号等媒体展示资阳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

化等。绵阳市游仙区利用“直播游仙”APP、“游仙发布”“相约游仙”

微信公众号，适时推出游仙史志资源宣传文章。峨眉山市依托政

府门户网站，开设数字方志馆专栏，上传史志书籍，开展史志文

化宣传。长宁县加强与县融媒体中心“掌上长宁”平台合作，定期

发布史志信息。

拓展实体宣教阵地。省地方志办印发《关于在乡镇（街道）、

村（社区）设立史志阅览室的通知》，在全省部署史志阅览室建

设工作，截至目前，设立省市县三级共建的史志阅览室 646 个，

省地方志办捐赠地情书等近 9000册，实现全省县域全覆盖，为传

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提供了平台载体。成都市印发《成都

方志馆分馆及社区微方志馆暂行管理办法》，在全市初步形成由

成都方志馆和 9 家方志分馆、113 家微方志馆组成的方志文化传

播核心阵地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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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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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史志阅览室赠送具有地方特色、可读

性强、教育意义大的史志书籍 2500余册，全市各地充分利用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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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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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宣教活动，搭建起市情宣传、党史学习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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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多形式宣教活动。泸州市开展史志故事分享会、“泸州历

史一分钟”动漫进校园、“百年青春心向党”线上线下展览等活动。

雅安市围绕《保护传承利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主题做客

雅安电视台《周末话雅安》栏目。资阳市打造“史志之窗”“方志青

年说”“方志人说地情”等特色方志文化品牌。绵阳市游仙区积极参

与“芙蓉四季”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下基层，将史志文化编排成舞蹈、

诗歌等作品寓教于乐。隆昌市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制作沱灌

工程建设、抗美援朝老兵专题纪录片等网络视频作品。筠连县开

展史志进机关活动，全县 60余家部门（单位）参加“筠连县 2023

年史志精品课堂”。

三、在“融”字上聚合力，资源共享扩大宣教影响

全省地方志部门拓宽信息资源共享渠道，变孤军奋战为四面

开花，推进史志文化走向社会大众，走进千家万户。

“融”部门单位聚合力。省地方志办联合文化和旅游厅、省

图书馆开展地方志进公共图书馆活动，在全省 205个公共图书馆

建成地方志专柜或地方文献阅览室，捐赠上架地方志文献 4.7 万

余册；与四川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开展“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全省地

情短视频拍摄宣传推广活动，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地情文化宣传

弘扬。德阳市地方志办与德阳市大数据局打好“组合拳”，在月活

跃度 270 余万人次的“德阳市民通”上开设“话说德阳”模块，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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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概览、德阳红色故事选、德阳味道等栏目，扩大史志影响力。

泸州市地方志办与“文旅泸州”“泸州酒业发展”“酒城档案”等官微

链接，增强部门互动、共享宣传成果。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建

立以机关党支部、科室，县（市、区）、园区和市直部门联合的

“1+6+9+N”信息攻关模式，合力解决信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等

难点。绵阳市游仙区与区委党校、区文联、区政协文史委等单位

合作，建立史志宣讲队，为“七进”单位提供“点餐式”主题宣讲服

务，借力借智，扩大史志宣教覆盖面。宜宾市南溪区地方志办紧

密联系宣传、组织、文旅教体、党校、档案等部门及乡镇（街道），

合力开展史志宣教活动。

“融”学校聚合力。省地方志办在全国首创方志馆高校分馆

模式，已在川渝两地 17所高校建立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赠送

2.3万余册史志书籍；在西华师范大学举办“方志文化进高校”首场

讲座，更好实现地方志育人功能。绵阳市游仙区地方志办强化与

飞龙纪念馆、退役军人事务局、中小学校联系合作，培训红色讲

解员。

“融”媒体聚合力。省地方志办积极与“学习强国”四川学习

平台、四川日报、四川国际传播中心、《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等

媒体建立常态化协作关系，与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读者

报》建立稿件合作使用关系，拓宽地方志传播渠道，提升地方志

影响力与传播力。成都市地方志办加强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网、人民网、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等 30余家中央和省市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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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记者点联系，建立“成都方志文化宣传群”，及时发布工作动态、

通报共享新闻素材、积极提供选题建议，交流频繁、互动热烈。

“融”社会团体聚合力。芦山县地方志办主动与县老区建设

促进会、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等社会团体合

作，携手推动芦山史志宣传工作。

四、在“规”字上下功夫，逗硬制度完善宣教机制

信息工作是做好宣教工作的基础和素材来源，也是了解工作

动态、交流工作经验的有效手段。全省地方志部门着眼地方志教

化育人、凝心聚力作用发挥，通过完善信息报送机制、考核信息

量与质，展示工作风貌、推进经验交流、促进工作落实，保障史

志宣教工作顺利推进。

完善信息报送机制。省地方志办印发《关于四川省情网信息

报送及采用标准的通知》，对信息内容定位、信息报送及采用标

准、信息队伍建设作出明确规定。泸州市印发《史志信息报送审

批制度》，就信息报送内容、审核发布、格式要求和责任分工等

进行细化，并将信息工作纳入科室目标考核及县（区）史志工作

综合评价；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

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量化，促进全市史志宣教绩效提升。平昌

县印发《关于做好〈平昌大事〉（月报）资料报送工作的通知》，

落实专人负责每月大事的收集上报，并将报送情况纳入年度目标

任务考核。攀枝花市建立信息宣传目标责任制度，实行主要领导

统揽、分管领导主抓、方志科牵头、各科室各县区地方志部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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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机制，将信息宣传任务分解量化到科室、县区；建立审核把

关制度，实行归口管理，科室报送信息经分管领导审核，县区地

方志部门信息经主要领导审核；建立市县区信息宣传联动制度，

组建全市地方志部门工作微信群，提醒报送重点，公布报送数量，

对县区需完善的信息内容在群内及时沟通，对具有典型意义和推

广价值的经验性信息及时整理发布。广安市前锋区建立主要负责

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具体抓、信息联络员归口抓的信息编报制

度，实行周调度、月小结。旺苍县健全主要领导统揽、分管领导

主抓、股室负责、全员参与的宣传工作机制，分级负责。

考核信息量与质。省地方志办每季度通报各市（州）报送及

采用地情文章、工作信息情况，年底汇总全年情况，对成效突出

的市（州）进行通报表扬。泸州市每季度印发《工作信息报送及

采用情况的通报》，督促各区县、各科室按时保质完成信息报送

任务。绵阳市在全市史志部门建立信息工作“定任务、月评比、季

通报、年考核”工作机制。雅安市全市“一盘棋”，年初就史志系统

信息数量、质量、报送渠道提出要求；印发《关于加强史志“七进

+”示范点建设的通知》，要求建强史志宣讲队伍、拓展创新宣教

载体、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结合、协力推动共建。绵阳市游

仙区将史志“七进”作为宣教重点内容，对工作迟、慢、差的单位

和事项逐一登记，纳入全年目标绩效考核。梓潼县将地情知识纳

入干部培训教育题库，作为县委领导干部培训成果考核、选拔年

轻干部作为后备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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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学”字上增本领，教育培训提升宣教质量

全省地方志部门通过实践锻炼、业务培训、经验交流等途径，

提高信息撰写能力，破解“抱着金矿发愁”、识别信息不准、宣教

质量不高的问题。

内江市召开全市史志宣教工作推进会，针对信息撰写开展培

训，县（市、区）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分管负责人及宣教工作人员

参会。广安市召开地情文章（音视频）工作信息编报工作推进会，

各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信息联络员围绕“如何高质量开展

地情文章（音视频）及工作信息编报工作”作交流发言。攀枝花市

西区召开信息工作能力提升培训会，就提升信息报送质量、信息

采稿率、信息报送方法、目标考核考察任务等进行讲解。旺苍县

邀请专家指导史志宣教工作，从框架结构、遣词造句、提炼总结

等方面进行讲解，切实提高信息撰写质量；发挥老同志传帮带作

用，举办信息撰写讲座 3期，讲授信息知识、捕捉技巧、写作方

法、修改要领和注意事项，每月总结评比，奖优罚劣，查漏补缺。

隆昌市召开专题会议，就把握信息方向、善用信息平台、提高写

作能力开展培训。平昌县召开地情资料收集与利用业务工作专题

会，从什么是地情资料、如何编写地情资料、地情资料对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如何开发和利用地情资料为发展县域特色经

济服务、地情资料的收集与思考 5方面进行培训。巴中市恩阳区

举办首期“方志大讲堂”，围绕“如何编写地情信息”，从选题、要

件、实效方面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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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化育人

的重要作用，史志宣教工作是实现地方志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

全省地方志部门将继续牢固树立“地方志机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部门”“地方志工作者是历史文化守护者，传统文化、红色

文化传播者，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挖掘者”理念，坚持以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以扎实作风和

有力举措，担负起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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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7月 6日印发

（共印 4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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