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柳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

柳政办〔2022〕17 号

———————————————————————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柳州市
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委、办、局，柳东新区、阳和工

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柳州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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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为推动柳州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

及其成果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强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根

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

《广西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柳州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相关部

署要求，结合全市地方志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全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期发展回顾

“十三五”期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广西地方志事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和《柳州市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2015-2020 年）〉实施方案》，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紧扣中

心、服务大局，聚焦主业、修用并举，全面推进各项业务工作开

展并取得显著成绩。列入自治区第二轮规划编纂任务的 12 部两级

地方志书如期提交出版，两级地方综合年鉴实现编纂出版全覆盖。

其中，《柳州市鱼峰区志（1991-2005）》、《柳州市城中区志

（1991-2005）》及柳州市本级、柳北、柳南综合年鉴等多部志鉴

在全国、自治区地方志成果质量评比中获奖。先后整理出版《（民

国）柳江县志》、《越雪集》等旧志古籍 7 部，编辑出版《清代

广西文人墨痕录》、《石头记——广西柳州及周边石刻的时空演

绎》、《柳州明代八贤编年》、《尧告——一个西部中国苗族村

寨的图文纪实》、《消逝的景致》、《鱼跃南潭漾千年——鱼峰

十胜概览》、《融水风物》等 10 多部地情文献。部门志鉴、行（专）

业志鉴编纂出版成果丰硕。试点开展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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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积极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发表地方史和志鉴论文 29 篇，

出版个人专著 3 部，其中 3 部专著、7 篇论文入选广西人才梯队建

设项目，数量居自治区各设区市之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围绕中心大局提供地情历史信息服务，持续打造“方志文献进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不仅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也为地

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擘画了建

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宏伟蓝图；《柳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启

动和推进市、县（区）第三轮地方志修编工作”提上日程；在 2021

年 10 月召开的柳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推进

柳州方志馆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地方志工作迎来更加有利

的发展环境。面对新时代赋予地方志工作的新使命、新要求，全

市地方志工作要紧紧抓住建设文化强国这一重要机遇，筑牢“为

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初心使命，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主业，着眼致用，统筹

推进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市、县

（区）地方志工作推进参差不齐，发展不均衡、不全面的现象仍

然存在；地方志工作基本保障落实不够到位，依法治志意识有待

进一步加强；部分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编纂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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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不够充分，修志为用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

专业修志人员断层断档现象普遍存在，结构有待进步优化，业务

素质亟待提升等。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研究并加以

解决。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按照《柳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以存史、资政、育人为目

标，坚持依法修志、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修用结合的原则，以

志鉴编修为重点，以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社会为方向，为

全力谱写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柳州篇章贡献方

志力量。

三、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第三轮市、县（区）志编修全面启动，综合年鉴

编纂和精品年鉴工程打造持续开展，乡村史志编修为乡村振兴“铸

魂”示范效应初步彰显，旧志古籍整理和地情资源开发利用深入

开展，柳州方志馆、数字方志馆和地方志平台品牌建设同步推进，

人才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地方志事业保障机制

全面构建，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加强。

四、主要任务

（一）全面开展第三轮市、县（区）志编修。从组织推进、

框架设计、资源调配、质量把控及系统管理等方面，认真抓好首

轮和第二轮修志总结评估，科学编制第三轮修志规划。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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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统一部署，以点带面，适时启动第三轮市、县（区）两级

地方志书编修。推动地方志书编纂拓展延伸，加强对部门志、行

（专）业志编纂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管理。策划并推动《柳州市螺

蛳粉产业志》等产业专志编纂和史料汇编工作开展。

（二）持续开展综合年鉴编纂和精品年鉴打造。推进市、县

（区）综合年鉴编纂常态化，持续巩固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

开出版成果。以精品年鉴品牌打造引领市、县（区）两级综合年

鉴编纂质量全面提升。探索综合年鉴编纂出版新方式，缩短市、

县（区）综合年鉴编纂周期。加强对行业年鉴、专业年鉴、部门

年鉴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管理，推进年鉴编纂向各领域拓展延伸。

（三）推动乡村史志编修，彰显乡村振兴“铸魂”效应。结

合乡村振兴“铸魂”工程建设，开展乡（镇）、村志编纂，鼓励并

指导条件成熟的乡（镇）、村开展史志编修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为县（区）、乡（镇）、村史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建设提供专业支持。

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发挥地方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上的重要作用。

（四）持续开展古籍整理和地情文献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

深入挖掘柳州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将市域旧志整理纳入《广西历

代方志集成》体系推进落实，进一步做好古籍、历史档案资料整

理、地情文献著述编辑出版工作。探索一体化创新模式，推动地

方志资料年报、地方志书资料长编与志鉴编纂的有机融合，夯实

第三轮地方志书编纂资料基础。

（五）推进方志馆和数字方志馆建设。按照立足地情、突出

特点、服务社会的原则，推进柳州方志馆建设，发挥方志馆在收

藏保护、展览展示、编纂研究、专业咨询、信息服务、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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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地方志对外影响力。鼓励有

条件的县（区）建立方志馆。加强地方志数据资源管理，推进数

字方志馆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持续完善地情网站，促进地方志发

展提速升级。

（六）提高地情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拓展地方志资政渠道，持续推动“方

志文献进基层”品牌建设，努力提高方志文化受众面，推动全社

会读志用志，培育地方历史情愫。

（七）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地方志专家库，广泛

吸纳各领域专家学者和熟悉地情的各界人士参与地方志工作。以

地方志理论研究、工作研究与创新实践，带动地方志工作队伍业

务素质有效提升。构建培养和激励机制，打造一支专业齐全、结

构合理、专兼职结合的地方志人才队伍。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各县（区）要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党政齐抓共管、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的工作体制。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及政府工作任务，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法治保障。要强化依法治志意识，切实推动《地方志

工作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贯彻落实。各县

（区）要将依法治志纳入依法行政、政府督办范畴，依法建立地

方志工作督查通报制度。

（三）制度保障。进一步健全地方志机构主导、社会各界有

序参与的地方志工作机制。健全和完善地情资料收（征）集及管

理、修志编鉴主编（总纂）责任制和志鉴稿评议、审查验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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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行、报送备案等制度。

（四）经费保障。各县（区）要将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

财政预算，承编单位要将修志编鉴工作经费列入本单位部门预算，

确保工作经费按时、足额拨付到位，为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提供

有效保障。

各县（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依据本规划制定本地本部门地

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

市地方志办公室要对本规划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进行督促和指

导，及时通报情况，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全市地方志事

业高质量发展。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柳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