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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8月 9日

编者按：2023年 8月 8日，《人民日报》第 9版刊载《增强历史

思维 在调查研究中用好地方志》一文，指出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

科全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资政功能，能为领导干部和决策机

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在调查研究中用好地方志，有利于参考历史信

息、汲取治理智慧、提升自身修养。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供参阅。

增强历史思维

在调查研究中用好地方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深入开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包括文献调研法。文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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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围绕特定的调研主题与问题，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

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调研目的。在文献资料中，地

方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之

全史”，具有存史功能，能将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下去，

供今人和后人查阅参考；具有资治功能，能为领导干部和决策机

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有细读地方志的习惯。习近

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指出：“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

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

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

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

每到一地调研，都会让当地准备县志，往往翻阅至后半夜，第二

天与大家的交流座谈也经常以县志里的内容为话头。习近平同志

履新上海不久，就让市委办公厅找相关部门给他提供一套上海地

方志。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要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并且举了 1941年 8月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中共

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例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决

定还提出了不少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

查会，个别口头询问，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等。

这些要求和方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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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为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挥好地方志作用提供了重要遵循。

用好地方志有利于参考历史信息。调查研究旨在把情况摸清、

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通过正确决策真正把问题解决好。作

出正确决策，既需要加强现实研究，也需要参考历史信息。充分

发挥地方志的作用，增强历史思维做调查研究，不仅可以看到“现

在”，还能参照“从前”，更能以史为鉴决策“未来”。

用好地方志有利于汲取治理智慧。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记录前人处理政事的得失，兴亡

成败尽在其中。在调查研究中，将下沉一线时看到的听到的，与

地方志记录的先贤治理地方的智慧和经验结合起来，有利于领导

干部“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正确地指导工作，不断提高解

决问题的实效。

用好地方志有利于提升自身修养。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志之

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

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时阅读地

方志，除了能对当地流传史册的历史名人、民俗民风有更深刻的

了解，还能对标先贤涵养品格。阅读地方志能让我们明白做什么

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官才会永存史册，才会让老百姓念念不忘。

要以地方志中的先进人物为楷模、以反面典型为鉴戒，不断提升

自我修养。

（作者：邱然、易飞，工作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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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9日印发

（共印 4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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