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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
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互联网 ＋政务服务”作为 “互联网 ＋”的重要内容，是地
方志应用现代化手段服务社会的重要路径。随机选出１０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级地方志网站作为样本，从技

术、用户体验、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优势与不足，探讨今后的创新与发展，力求对地方志网站建设的未

来发展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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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中国通过一条６４Ｋ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成为中
国互联网时代的起点，互联网时代由此开启。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２０００
年，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搜狐、新浪、网易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与此同时，福建、

黑龙江、吉林等省的首批地方志网站也应运而生。由于当时网络技术有限，首批建成投入使

用的地方志网站，页面设计普遍十分简陋，存在大量使用表格、图片和 Ｆｌａｓｈ动画填充的现
象；内容管理系统 （ＣＭＳ）功能简单，只有简单的发布和删除功能；志书数据库维护困难，
全文检索精度不够等问题，由于当时尚未普及宽带网络，普遍使用拨号上网，网站浏览速度

较慢。

一　地方志网站现状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地方志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省 （自治区、

直辖市）级地方志机构除云南、西藏未开通网站外，其余２９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通

地方志资源网站 （见表１）。

表１　省级 （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网站一览表

网站名称 域名 注册时间

湖南省地方志网 ｈｔｔｐ：／／ｈｎｄｆｚ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 １９９８１０１４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ｗｗｗｆｊｓｑ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０４２０

中国龙志网 ｗｗｗｚｇｌｚ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０７２８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ｈｔｔｐ：／／ｄｆｚｊｌ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１６１３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ｗｗｗｓｈｔ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１９２７

内蒙古区情网 ｗｗｗｎｍｑｑ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２９０４

广东省情网 ｗｗｗｇｄ－ｉｎｆｏ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３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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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网站名称 域名 注册时间

新疆地情网 ｗｗｗｘｊｔｏｎｇｌａｎｃｏｍ ２００４７１３

北京地方志 ｗｗｗｂｊｄｆｚ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５２０１

贵州档案信息网 ｗｗｗｇｚｄａｘｘ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５３１１

陕西省情网 ｗｗｗｓｘｓｄｑｃｎ ２００６６２７

河南省情网 ｗｗｗｈｎｓｑｗ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６８２９

安徽地方志 ｗｗｗａｈｄｆｚ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６１２２０

江苏地情网 ｈｔｔｐ：／／ｊｓｓｄｆｚｊｉａｎｇｓｕ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７１０８

湖北方志网 ｗｗｗｈｂｄｆｚ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７９２８

河北省情网 ｗｗｗｈｅｂｄｆｚｃｏｍ ２００７１０１８

海南史志网 ｗｗｗｈｎｓｚｗｏｒｇｃｎ ２００８３２１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ｗｗｗｔｊｄｆｚｏｒｇｃｎ ２００８９１０

广西地情网 ｗｗｗｇｘｄｆｚｏｒｇｃｎ ２００９３１０

山东省情网 ｗｗｗｓｄｓｑｗｃｎ ２００９５０７

四川地方志 ｗｗｗｓｃｄｆｚｏｒｇｃｎ ２００９７２７

山西地方志网 ｗｗｗｓｘｄｆｚｃｏｍ ２０１０７０１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ｗｗｗｚｇｇａｎｗａｎｇ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１２２５

辽宁省地方志 ｗｗｗｌｎｓｄｆｚｇｏｖｃｎ ２０１２８２０

浙江地方志 ｗｗｗｚｊｄｆｚｃｎ ２０１３８１３

青海省地方志 ｗｗｗｑｈｄｉｆａｎｇｚｈｉｃｏｍ ２０１５７１４

甘肃地方史志网 ｗｗｗｇｓｄｆｓｚｗ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６１２２９

宁夏地情网 ｗｗｗｎｘｄｆｚ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７２２１

重庆地情网 ｗｗｗｃｑｄｑｗｇｏｖｃｎ ２０１７４１３

　　说明：按域名注册时间排序

（一）网站基本分析

第一，网站域名。域名是企业或机构等在互联网上注册的名称，是互联网上识别企业或机构

的网络地址①，是由一串用点分隔的名字组成的因特网上某一台计算机或计算机组的名称，用于

数据传输时标识计算机的电子方位或地理位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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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域名后缀代表着不同的行业类型，从表１可以看出，这２９个省级地方志网站中，域
名后缀使用ｇｏｖｃｎ的有１３个，占总数的４５％。ｇｏｖｃｎ后缀域名是专门用于政府机关等部门网
站使用的专属域名，企业和个人均无法注册，是我国政府机关及其组成部门网站的重要标识。域

名后缀使用ｃｏｍ的有４个，占总数的１４％。ｃｏｍ是目前国际最广泛流行的通用域名格式，是英
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的简称，表示适用由商业组织注册此域名的原始意图。域名后缀使用ｃｎ的有３
家，占总数的１０％。ｃｎ后缀域名为国家顶级域名，表示中国国家域名，由我国国际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ＩＣ）正式注册并运行，也是全球唯一由中国管理的英文国际顶级域名。域名后缀
使用ｃｏｍｃｎ的有２个，占总数的７％。ｃｏｍｃｎ是中国的国家顶级域名下的公司域名，一般的
商业机构都会注册ｃｏｍｃｎ域名。域名后缀使用ｏｒｇｃｎ的有７个，占总数的２４％。ｏｒｇｃｎ适用
于各类组织机构，包括非盈利团体。所以，仅从域名后缀所代表的行业类别来看，选择ｃｏｍｃｎ
或ｃｏｍ为后缀，无论是从地方志工作机构性质或是从地方志网站定位都是欠妥当的。在２９家网站
域名中，湖南、吉林、江苏３个省地方志网使用政府二级域名，其余均为独立顶级域名。

第二，网站命名分析。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９个省级地方志网站中，以地方志或机构名称命
名的有１８个，占总数的６２％；以省 （地、区）情网命名的有１０个，占总数的３５％；采用其他
命名的１个，占总数的３％。

网站名称和域名一样，可以让访问者最直接地了解网站定位。以机构名称命名，最直观易记

且定位准确；以省情网命名，从用户阅读习惯来看，如果断句错误有可能产生歧义；而使用其他

命名，用户又很难通过直观感受把网站名称和地方志关联起来。

（二）网站页面分析

第一，页面布局。层叠样式表 （ＣＳＳ）是用于控制网页样式信息与网页内容分离的一种标记
性语言，ＣＳＳ的引入是为了使ＨＴＭＬ语言能够更好地适应页面美工设计。ＣＳＳ可提供丰富的格式
化功能，如字体、颜色、背景及整体排版等。而传统的ＴＡＢＬＥ布局是利用ＨＴＭＬ的ＴＡＢＬＥ元素
所具有的零边框特征设计一个能够满足版式要求的表格结构，将内容装入每个单元格中，最终的

结构是一个复杂的表格 （有时候会出现多次嵌套）。显然，这样不利于网页的设计与修改。

笔者根据建立时间随机选出１０个网站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以下数据均来自这１０个网站 （见

表２）。

表２　网站页面分析一览表

网站名称 页面布局 是否包含ＦＬＡＳＨ 页面大小 手机页面

福建省情网 ＤＩＶ＋ＣＳＳ 无 １７３９２ｋｂ／３９０２ｋｂ 无

中国龙志网 ＤＩＶ＋ＣＳＳ 有 ５９９６ｋｂ／１６５３ｋｂ 无

广东省情网 ＤＩＶ＋ＣＳＳ 无 １１０３ｋｂ／ 无

北京地方志 ＴＡＢＬＥ 有 ５９２０ｋｂ／ 无

江苏地情网 ＤＩＶ＋ＣＳＳ 无 ８１１１ｋｂ／１９４９ｋｂ 无

广西地情网 ＤＩＶ＋ＣＳＳ 无 ６０６０ｋｂ／ 有

山东省情网 ＤＩＶ＋ＣＳＳ 有 １６１１９ｋｂ／２６２５ｋｂ 无

浙江地方志 ＤＩＶ＋ＴＡＢＬＥ 有 １０９９９ｋｂ／２８２９ｋｂ 无

甘肃地方史志网 ＤＩＶ＋ＣＳＳ 无 ２４１８ｋｂ／４３５ｋｂ 无

宁夏地情网 ＤＩＶ＋ＴＡＢＬＥ 无 ３４３５ｋ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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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取样的１０个网站中，北京地方志采用 ＴＡＢＬＥ布局，浙江地方志、宁
夏地情网采用ＤＩＶ＋ＣＳＳ＋ＴＡＢＬＥ组合布局，其余７个网站均采用ＤＩＶ＋ＣＳＳ布局。

使用ＤＩＶ＋ＣＳＳ布局对搜索引擎更友好，也更符合Ｗ３Ｃ标准。ＤＩＶ＋ＣＳＳ内容和结构分离，
在简化网页格式代码的同时将大部分页面样式代码写在 ＣＳＳ当中，使得页面体积容量变得更
小，也更易维护，在未来的开发过程中能够帮助运营者节省更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外

部的样式表还会被浏览器保存在缓存里，加快下载显示的速度，也减少了需要上传的代码数量

（因为重复设置的格式只保存一次）。① 而且 ＣＳＳ富含丰富的样式，页面布局也更加灵活。
ＤＩＶ＋ＣＳＳ可将页面划分成若干独立区域，打开页面的时候逐层加载，页面载入更快，还可根
据不同的浏览器，达到显示效果的统一和不变形，对浏览者和浏览器更具亲和力。而使用

ＴＡＢＬＥ布局，页面局限多，后期不易调整修改，因为 ＴＡＢＬＥ中的内容是自适应的，当页面达
到一定大小时，页面载入速度极慢，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出现空白，这对用户体验来说是极其

不好的。

第二，页面组成元素。一个网页的组成元素，除基本元素文字外，还有图片、音视频文件、

Ｆｌａｓｈ动画等。网页要避免大量使用图片素材，否则会影响访问速度，当网络环境差的时候会出
现显示不全、色彩不统一的情况。而Ｆｌａｓｈ动画则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网站设计技术，能产生高水
平的视觉影响力。使用Ｆｌａｓｈ动画的网站其特有的互动性能是普通网站无法比拟的。从表２可以
看出，在取样的１０个网站中，中国龙志、北京地方志、山东省情网、浙江地方志使用了Ｆｌａｓｈ动
画，其余并未使用。Ｆｌａｓｈ动画使页面显示更加生动多彩，但同时会占用大量宽带空间，使网页
打开速度变慢。随着Ｆｌａｓｈ安全漏洞增多、不支持手机浏览等问题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门户网
站已不再使用Ｆｌａｓｈ动画特效。所以，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移动端显示效果来说，都应放弃
Ｆｌａｓｈ动画而采用更为先进和跨平台兼容性更好ＨＴＭＬ５技术。

第三，页面大小。除去带宽因素，页面布局和页面组成元素也会对页面的大小造成直接影

响，而网站的页面大小将最直接影响网站的加载速度。互联网的一个著名原则叫８秒原则，是指
用户在访问Ｗｅｂ网页时，如果时间超过８秒就会感到不耐烦，如果加载需要太长时间，他们就
会放弃访问。所以，改进Ｗｅｂ应用程序性能、压缩页面大小，对增强用户体验来说是十分必要
的。ＨＴＴＰ协议上的ＧＺＩＰ编码是一种用来改进Ｗｅｂ应用程序性能的技术，一般是指ｗｗｗ服务器
中安装的一个功能。当有人访问这个服务器中的网站时，服务器中的这个功能会将网页内容压缩

后传输到来访的电脑浏览器中显示出来，从而让用户感受更快的访问速度。②

笔者对这１０个网站页面大小进行分析 （见表２），表中页面大小一栏中有两组数字，前面的
数字是未压缩页面大小，后面数字为压缩后页面大小，只有一组数字是没有启用压缩的网站页

面。可以看出，压缩前后的页面大小对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而相同带宽环境下，页面越小，打

开速度越快，用户体验越好。

第四，手机访问。随着智能手机用户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手机浏览网站。一般来说

电脑端网页使用手机同样可以访问，但是，这些网页大都存在页面过大、内容过多、用户访问过

程中流量耗费大、图片、视频丢失、页面加载不全等问题。这种不佳的访问体验，严重影响了网

站的显示效果。这时候建立独立的手机ＷＡＰ网站就显得很有必要。而这１０个网站中，仅广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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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网有独立手机ＷＡＰ网站，其余均没有设计单独的 ＷＡＰ网站。可见，地方志网站在移动互联
网建设方面重视程度还不够，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网站内容分析

第一，栏目设置。根据对这１０家地方志网站的栏目统计 （见表３）可以看出，各网站并没
有太多针对本省特色的栏目设置相似度较高，省 （地）数据库、政务公开、省 （地）情概览、

新闻中心等栏目几乎是每个网站必备栏目。

其中，甘肃地方史志网整站栏目围绕志书分类设置，内容也全部都是 ＰＤＦ格式志书，虽然
原版志书展示功能更强一些，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内容应用局限性较大、搜索引擎

不友好等情况。

表３　网站栏目设置一览表

网站名称 栏目设置

福建省情网
福建概览、省志、市县志、旧志、综合年鉴、地情文献、数据库、福建

史志、志书检索、网上书店、下载区、政务公开、关于我们

中国龙志网
政务公务、预决算公开、省情概览、龙江记忆、龙江影音、志鉴论坛、

黑龙江方志馆

广东省情网 省情数据库、省情概览、现时省情、方志工作、政务公开

北京地方志
政务公开、方志撷英、燕都风物、志说北京、京韵视听、图像北京、

各区地情

江苏地情网 乡愁记忆、方志江苏、数字江苏、政务公开、网上咨询

广西地情网
政务公开、广西方志馆、俯瞰八桂、地情资料库、史海钩沉、方志论

坛、桂海影像、图说八桂

山东省情网 新闻中心、山东概览、政务公开、省情资料库、齐鲁方志、山东地方史

浙江地方志
新闻中心、机构概况、方志之乡、魅力浙江、方志园地、多媒体地情平

台、数字方志馆

甘肃地方史志网

甘肃省志、甘肃市 （州）志、甘肃县 （区、市）志、甘肃省市县专

（行）业志、甘肃乡镇村志、甘肃年鉴、甘肃市 （州）年鉴、甘肃县

（区、市）年鉴、甘肃史志期刊、甘肃地情资料、甘肃旧志

宁夏地情网
区情数据库、宁夏概况、城市信息、图说宁夏、宁夏史志、政策法规、

工作动态、友情链接

第二，动态内容更新。网站内容的更新速度是判断网站是否活跃的重要指标之一。网站越活

跃、原创度越高，搜索引擎对其的关注度就越高，收录量也就越大。笔者对取样的１０个网站
２０１８年２—４月发布的信息进行统计 （见表４），１０家网站合计发布信息１９４５条，其中山东省情
网２—４月发布信息６３０条，占总数的３０％，这说明山东省情网在内容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比其
余９家网站要高。而甘肃地方史志网和宁夏地情网因其网站定位原因，这３个月无内容更新。从
整体数据来看，地方志网站因其机构的特性，内容的丰富度、活跃度都有很大不足。各省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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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建立完善的工作报送机制，由专人负责审核并发布在网站上，让普通用户深入了解地方志

工作的同时，其他省份地方志工作机构也可作为工作参考，形成良性工作竞争氛围。

表４　２０１８年２—４月网站发布信息数量一览表

网站名称 更新数量

福建省情网 ７４

中国龙志网 ２５

广东省情网 ４５７

北京地方志 ６０

江苏地情网 １８４

广西地情网 ４７２

山东省情网 ６３０

浙江地方志 ４３

甘肃地方史志网 ０

宁夏地情网 ０

合计 １９４５

第三，资源数据库。地方志是记述一定区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反

映一定地域情况的大型综合性资料书，是地情的忠实载体。随着信息化工作的推进，为了能更便

捷地服务社会，建立省情全文检索数据库是主要途径之一。从２０００年前后建立首批资源数据库
至今，资源数据库的完善一直是各省地方志网站的发展重点。志书数字化是漫长且庞大的系统工

程，由于早期志书排版方式以及存储问题，很多图书的电子文档已经丢失，需要对纸质志书进行

光学字符识别 （ＯＣＲ）后再利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纸质志书转变为更容易保存的数字化志书，
志书数字化管理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而资源库的全文检索，便是志书信息化应用的重要手段。全文检索系统是按照全文检索理论

建立起来的用于提供全文检索服务的软件系统，计算机程序通过扫描文章中的每一个词，对每一

个词建立一个索引，指明该词在文章中出现的次数和位置，当用户查询时再根据建立的索引查

找，类似于通过字典的检索字表查字的过程。

这１０个网站中，广西地情网、甘肃地方史志网、宁夏地情网因其数字化志书为 ＰＤＦ格式，
所以不支持全文检索。使用ＰＤＦ格式数字化图书，数字化效率更高，能够更好地保持图书原貌，
使用时可直接打印，缺点是虽然在扫描过程中可以分层扫描，但文字错误率较高，内容检索难度

大且准确率不高。其余７个网站除部分内容采用 ＰＤＦ格式外，其余志书均进行二次加工，识别
为纯文字格式后再存储到全文数据库中。有了全文检索数据库的支持，用户在查找内容时不必再

有针对性的查找某册图书，而是直接通过关键词模糊搜索，就可以找所需内容，并可单独复制，

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笔者对取样的１０家网站已发布网站中的数字化图书进行人工统计，从已入库的数字化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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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来看 （见表５），广东和福建两省入库数字化志书数量远超其他省份，并且志书种类基本
覆盖已出版的全部三级志书、年鉴，以及专业志、鉴和刊。说明广东省情网在志书数字化的投

入巨大，是其余省份需要借鉴学习的。也正是广东和福建两省可查询数字化志书数量的领先，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用户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用更少时间查询更广范围的内容，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

表５　资源库数字化志书综合统计表

网站 志书 年鉴 旧志 期刊 其他 全文检索

福建省情网 ２３６ ４４８ ６０３ １２９ １５９ 支持

中国龙志网 ２４４ １３３ ４ — ２０９ 支持

广东省情网 ５３５ ９９３ １０ １８２ ４１６ 支持

北京地方志 １３６ ２１ — — — 支持

江苏地情网 １４２ ５７ ２１ １７６ １２ 支持

广西地情网 ２７３ ２０２ ６３ ３５ ２８ 不支持

山东省情网 ４４６ ５０６ ５ ３５ ８１ 支持

浙江地方志 １１ — — — １ 支持

甘肃地方史志网 ２５１ ３４ ７７ ３２ ９ 不支持

宁夏地情网 ２６ ２ １ — ５ 不支持

（四）搜索引擎收录

搜索引擎是指根据一定的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从互联网上搜集信息，在对信息进行

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将用户检索相关的信息展示给用户的系统。

笔者选了国内搜索引擎市场排名靠前的几大搜索引擎作为统计源，统计结果见表６。流量是
网站的命脉，一个网站被搜索引擎收录的内容越多，关键词检索排名越靠前，流量就越大，说明

访问的人数多，网站利用率高。网站的流量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自然流量即直接通过域名

访问网站；二是通过搜索引擎而来的流量。从统计数据来看，搜索引擎收录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广东省情网、广西地情网和山东省情网。这说明，当用户不是有针对性地访问某网站时，仅利用

搜索引擎查找关键词，这３家网站因收录数量领先，将会匹配到更多的关键词，能够比其他７家
网站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吸引更多用户访问网站，服务社会的功能更强。

表６　搜索引擎收录一览表

网站名称 百度 ３６０ 搜狗

福建省情网 １２１０７ ８１３０ ５３３３５８

中国龙志网 ４７６７ ５９４０ ６８６

广东省情网 ９３８３８８ ９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１４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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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网站名称 百度 ３６０ 搜狗

北京地方志 ２５２３ ８０１ ３１６

江苏地情网 ２４０９４ ３２６０ ２７４

广西地情网 ６０１０４ ７０５００ １８０４４８

山东省情网 ４２７２９ ４７５００ ５９７５０

浙江地方志 １０４１ ３２００ ４６２６

甘肃地方史志网 ７０ ２９ １２０

宁夏地情网 １３ １２ １８

影响搜索引擎收录数量的因素有很多，页面布局、页面元素、访问速度以及内容更新速度

都是搜索引擎判断一个网站是否友好的指标。同时搜索引擎在抓取页面时，也会做一定的重复

内容检测，来判断网站是否有大量抄袭、采集或者复制的内容。如果经常出现抄袭内容，原创

内容过少，搜索引擎会认为这个网站的权重很低，有可能访问收录的速度就会很少。地方志是

知识密集型单位，有大量已出版的素材，各家地方志网站在转载其他网站内容的时候，要结合

自身优势，通过对已出版的志、鉴、省 （地）情图书进行再加工，将内容重新编辑后在网站和

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打造更多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精品原创文章，吸引更多人进行阅读和

转发。①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见，虽然各地在网站建设过程中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经

过多年发展，无论是技术还是内容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距。笔者认为，各省地方志网站在积极

挖掘特色内容的同时，也应随着技术的发展向有优势的地方志网站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升整

体硬件环境、改善框架结构，以适应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满足用户需求。

二　地方志网站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手机ＷＡＰ网站。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０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４２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说到，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７８８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比例达９８３％；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
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②

从该报告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

新热点，这也就意味着，以移动网络技术为基础的ＷＡＰ网站也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ＷＡＰ网
站更是未来地方志在移动互联网上针对手机用户的宣传窗口和业务窗口。相比ＰＣ网站，ＷＡＰ网
站具有传播性强、可移动性、强交互性的三大特点。现在使用移动设备上网的人数越来越多，这

意味着任何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用户都可能成为传播者；同时，由于手机功能比较丰富，使得

ＷＡＰ网站的使用也会更加灵活和方便；而且ＷＡＰ网站的互动性更好，这决定了人们可以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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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地点随时使用互联网，同时进行相关互动，非常便捷。

第二，手机ＡＰＰ。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移动应用程序 （ＡＰＰ）在架数量为
４１５万款。① 手机ＡＰＰ应用软件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迅猛，是因为它满足了当今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
需求。移动手机ＡＰＰ的多元化发展也是它能够立足的主要原因，只要是生活所涉及的，它都可以以客
户端程序的形式出现在用户面前。以前人们浏览网页、查询资料只能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来实现，在

当今快节奏的社会，这种繁琐的浏览查询方式已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手机ＡＰＰ不仅能够以图片、文
字、视频等形式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一键达到目的的用户需求。

第三，网站与微信公众平台的有机对接。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４７０亿，占全体网民的５８６％。② 我国政务服务线上化速度明显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与政务服务不断融合，服务走向智能化、精准化和科学化。微信城市服务、政务微信公众号、政

务微博及政务头条号等政务新媒体及服务平台不断扩大服务范围。

目前，多数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已开通微信公众账号，网站可通过微信平台的开放接口，整

合地方志优质数字资源，借助微信庞大的用户数量，让微信用户通过关注地方志微信公众账号，

实现在微信端输入关键词检索地方志网站数据库中的数字资源，从而达到通过更丰富便捷的手段

利用地方志的目的。

第四，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Ｍｉｎｉ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小程序），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
用的应用，它实现了应用 “触手可及”的梦想，用户扫一扫或者搜一下即可打开应用；也体现了

“用完即走”的理念，用户不用关心是否安装太多应用的问题。应用将无处不在，随时可用，但又

无需安装、卸载。而对于开发者而言，小程序开发门槛相对较低，能够满足简单的基础应用，完全

适合地方志这类内容服务类网站低频应用的转换。小程序还能实现消息通知、线下扫码、公众号关

联等功能。通过公众号关联，用户可以实现公众号与小程序之间相互跳转，使用更便捷。

第五，提高人才素质，加强团队建设。网站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化技术和专业人才的支持。要

运营好地方志网站，除加强内容建设外，更应当细化管理，安排具备一定文字功底和专业计算机

知识的工作人员负责网站的管理运行。网站管理人员应当在日常维护过程中，定期分析用户来源

及用户行为，深入了解用户需求，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另外，运营人员提供的技术支持也是网

站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运营人员应该熟练掌握 ＰＨＰ、ＨＴＭＬ、ＣＳＳ、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等技术，能够使
用相关技术开发网站的拓展功能，来实现网站功能的充分开发和利用。

结　语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极大改变了用户获取信息服务的方式，地方志因其内

容的独特性，更应顺应时代发展，通过更多渠道手段宣传、推广和利用地方志。借助更先进的技

术手段，让更多人通过方便、快捷的途径了解地方志，达到利用地方志资源的目的。笔者相信，

随着地方志网站的不断运营发展，以及网站与微信公众平台、手机 ＡＰＰ的完美搭配，地方志网
站将更加有效地实现信息传播、服务以及帮助地方志形象的树立。

（作者单位：吉林省方志馆）

本文责编：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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