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府办函〔2016〕87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资阳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2016—2020）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资阳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印发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22 日



资阳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为促进全市地方志事业未来五年（2016—2020年）科学发展，根据国务院《地

方志工作条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四川省

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和《四川省地方志事业

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要求，结合资阳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

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

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地方

志“存史、资政、育人”功能，依法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正确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挖掘资阳文化深厚底蕴，发挥地方文化独特优势，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升资阳文化软实力。



2．坚持依法治志。贯彻执行国家、省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履职尽责，增强依

法修志和读志用志意识。资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依法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

市地方志工作；县（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

作职责。

3．坚持全面推进。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

全面推进修志编鉴、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等工

作，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坚持质量至上。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

保密关、文字关、出版关，编纂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无愧于时代、符合人民群众需

要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精品良志。

5．坚持修用并举。遵循修志为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地方志资源优势，

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形成修用结合、良性互动机制。

二、总体目标

至 2020年，全面完成全市第二轮市、县（区）志书编修任务，做好第三轮修志

工作准备；市、县（区）地方综合年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大力推进地方志工

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建成全市地方志信息网络；抢救、保护、挖掘地方志

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地方志工作管理，基本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

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



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建立结构合理、适应工作需要的稳定人才队伍，开创地方

志事业发展新局面。

三、主要任务

（一）高质量完成第二轮市县级志书编修任务

1．到 2017年，完成《资阳市志》1种的总纂任务并形成初稿，到 2020年 12

月前，全面完成《资阳市志》1种和市级部门志 61种、县（区）志 3种的编纂出版

任务。

2．指导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依法开

展地方志工作，推进特色志、专业志、企业志、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民

俗志的编纂工作，配合做好行业志的编纂工作。

（二）做好第三轮市县级志书编修工作准备

3．全面总结资阳市第二轮市县级志书编纂工作，开展第三轮市县级志书编修工

作规划、组织管理、运作模式、资料收集、编纂方式、编纂体例等调研工作。

4．已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县（区）要开展部门志、年鉴、大事记、五年发展纪

实编纂工作，为编纂第三轮志书作准备。

（三）全面开展年鉴工作



5．完善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管理体制，加强对年鉴编纂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全面

实现市、县（区）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

6．进一步推进并指导部门、行业、企事业单位开展部门（行业、专业）年鉴编

纂工作，打造一批年鉴精品。

（四）深化资源开发利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7．通过编纂各类图志、画册、概览、史话丛书，编写地情读本、开展经济社会

发展和改革方面的专题研究，发掘历史文化精髓，为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服务，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8．大力推动地方志成果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寺庙等，使地方

志成果更好地贴近现实，服务发展，推进民生。

9．推动旧志整理保护工作。2016年出版清·咸丰《资阳县志》；2017年启动

《资阳县志（民国版）》的点校整理，出版清·嘉庆《资阳县志》、清·光绪《安岳县

志》。2020年前完成第二轮旧志整理工作。

10．加强地情资料书的编纂出版。2020年前，完成《川剧资阳河流派》、《抗

日名将饶国华》、《安岳柠檬发展史》、《陈毅诗稿》简本、谢无量精品书籍等特色

文献资料的编纂出版。



11．加强对重大事件纪实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

（五）加强质量体系建设

12．加强地方志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完善资料报送、志稿评审、质量评价、审查

验收、批准出版以及志书修订、重修、再版等制度，为志鉴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13．按照《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等要求，落实

市、县（区）志书三审制度。

（六）加强资料建设

14．贯彻落实四川省《地方志书和地情文献征集办法》，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

等方法，拓展资料收（征）集范围和渠道，建成全方位的地方志资料建设体系。

15．推行资料年报制度，做好资料年报试点和研究，逐步建立并完善市、县（区）

地方志资料年报体系。加强部门、行业、企事业单位大事记、年报的编纂工作指导和

培训。

（七）加快方志馆建设

16．加快推进全市方志馆建设。积极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资阳市方志馆。鼓

励有条件的县（区）整合资源，自建地情资料中心或合建方志馆。

方志馆应成为当地地方志或地情资料收藏展示中心、地情研究咨询中心、地方文



化交流中心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基地。

17．加强方志馆业务建设，不断丰富馆藏，在搜集收藏、开发利用、展览交流、

宣教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其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作用。

18．建立完善方志馆工作制度，重点规范馆藏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保护和

开发利用制度；加强对各类地情实物载体、家（族）谱、口述历史、录音录像、照片

图册的收集工作；加大对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突发自然灾害的资料收集整理力

度。

（八）加快地方志信息化建设

19．推进信息化标准建设，建成覆盖全市的市、县（区）地方志信息化网络。

20．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收（征）集、保护和开发利

用，逐步建立地方志全文数据库，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九）加强工作交流和理论研究

21．加强与档案机构和图书馆等单位的合作交流，鼓励通过政府转移委托、项目

课题制等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22．筹建地方志学会，通过志稿评议、理论研讨、业务培训、学术交流、考察调

研等方式活跃学术研讨，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加强地情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积极



与部门合作，办好地情专栏。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法治保障

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

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和《资阳市依法治市实施纲要》，加大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

宣传、执行力度，定期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依法纠正、查处执行不力和违法行为，推

进依法治志、依法修志、依法用志、依法兴志。

（二）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工作体制；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

任务和绩效（目标）考核，将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地方

志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与其担负的工作任务相适应，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做到

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

（三）加强队伍建设

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积极探索地方志人才培养、引进等

政策和措施，建立科学的引才育才机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培训机制，加强对地方志

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志鉴主编（总编）和修志人员的专项培训，实现修志编鉴人员



岗前培训全覆盖、培训工作常态化。争取组织、人事等部门支持，为地方志干部学习

培训、下基层挂职锻炼、交流任职等创造条件，提高地方志干部队伍素质。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规定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

（四）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拓宽宣传渠道，挖掘宣传题材，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

传形式，大力宣传地方志工作机构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新举措、地方志工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绩、地方志工作者修志问道的新贡献，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有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志宣传精品。

各地各有关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根据本规划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地本

部门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分类指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全面提高地方志工作水平。

资阳市地方志办公室要对本规划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