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传播视角下的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以 4 部中国精品年鉴为例

贾栋钰∗①

摘　 要　 地方综合年鉴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

过程,也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过程。 要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

国形象这一目标,年鉴编纂者就必须做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工作。 《连云港

年鉴(2019)》等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传播方面各具特色,值得认真分析和考量。
在做好年鉴信息载体的“质”与“量”的基础上,4 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的选用、信
息的扩展、信息的特色、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检索 5 个方面对年鉴信息传播的方式方

法进行了探索创新。 为优化年鉴信息传播效果,在年鉴编纂过程中应注重信息的独

特性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化,借助跨领域思维突破信息传播中的路径依赖,通过信息

传播创新增强年鉴影响力。 年鉴编纂者可以将年鉴编纂放在信息传播的视角下进

行分析考量,通过坚持互学互鉴,做到善思善创,秉持系统思维,推动年鉴编纂的创

新思考和质量提升。

关键词　 地方综合年鉴　 信息传播　 年鉴编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无论是从继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还是从记述彰显地方社会发展进步的职责任务来看,地方综合

年鉴都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宏远目标。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就需要将科学准确、客观真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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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全面的信息传播给信息的受众。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

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①信息通过媒介进行传播,依据传播

方式,媒介可分为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介等。 其中,印刷媒介

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②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以纸质书籍为主要形式的地方综合年

鉴是一种信息媒介,是印刷媒介中的一种。 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综合年鉴是一种重要且特

殊的信息媒介,具有印刷媒介的表达性、记录永久性、迅速性、分布性等共性特征。③ 同

时,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书”,天然具有政治性和权威性,是读者获取一地年度地情史实

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兼具地方性、资料性、年度性、工具性等基本属性。
地方综合年鉴不仅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同时,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

过程也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过程。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

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④地方

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过程,也是将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情况的年

度信息进行采集、加工、传递,最终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过程。 因此,要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这一目标,年鉴编纂者就必须做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

工作。
《连云港年鉴 (2019)》 《长沙年鉴 (2020)》 《北京朝阳年鉴 (2020)》 《孝义年鉴

(2020)》4 部中国精品年鉴⑤在信息传播方面各具特色。 以信息传播的视角为切入点,分
析考量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年鉴信息载体的“质”与“量”

信息的基本载体包括语言、文字和其他符号。⑥ 要分析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首
先要对其信息载体的类型进行比较。 因为信息载体类型之间的差异较为直观,一目了然。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不同媒介之间的媒介融合趋势日趋增强,信息载体类型日渐丰富。
借助二维码链接等方式,在纸质书籍这种印刷媒介中的信息载体不仅有文字、图片、表格,
还有声音、影像等。 当前,以纸质书籍为主要形式的地方综合年鉴,其媒介融合现象并不

明显。 年鉴中的信息载体主要包括文字、图片、表格等,其中以文字信息为主,图片、表格

等为辅。 图片、表格具有形象生动、简明直观的优点,为文字信息做了有效拓展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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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在信息传播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均采用图文并茂、文表互见

的信息传播方式。 下表展示了 4 部中国精品年鉴信息载体类型的相关情况。

4 部中国精品年鉴信息载体类型情况统计表

年鉴名称 总字数(千字) 图片数(幅) 表格数(张) 图文比例 表文比例

《连云港年鉴(2019)》 1101 267 85 0. 24 幅 /千字 0. 08 张 /千字

《长沙年鉴(2020)》 1667 233 76 0. 14 幅 /千字 0. 05 张 /千字

《北京朝阳年鉴(2020)》 1463 255 71 0. 17 幅 /千字 0. 05 张 /千字

《孝义年鉴(2020)》 867 136 82 0. 16 幅 /千字 0. 09 张 /千字

　 　 注:表格中的图片数包括卷首专题图片、地图、随文图片和图示。

上表比较了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载体类型特别是图表运用方面的情况。 从表中

可以看出,4 部中国精品年鉴均注重图表运用,在图表使用的数量方面较为突出。 由于年

鉴所记述主体的城市禀赋和年鉴自身的供稿资源等有所不同,4 部中国精品年鉴在图片和

表格使用数量上也略有差异。 作为二次文献,图片信息和表格信息应在年鉴中占有一定

的比例。 一方面可以优化版面效果,另一方面其形象生动、简明直观的优势,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文字信息的不足。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信息载体类型不应只有“量”的差异,
更要有“质”的考量。 所谓“质”的考量,就是既要为信息选择最合适的信息载体,也要通

过合理有效的技巧提升其信息容量。
以图片信息为例。 与文字信息相比,图片信息具有直观真实、形象生动的特点。 在表

现活动场景、展示自然风光、展现城市建设等信息内容方面,图片较之文字往往更具优势。
但在图片的具体选用时,也要注意不同图片所包含的信息容量上的差别。 例如,单一的会

议合影、领导讲话的图片,其在包含的信息量丰富程度方面,显然不如展现活动全景、反映

会议全貌的图片。 同时,在图片的信息传播中,还应特别注意图片说明的重要作用。 通过

撰写具体精炼的图片说明,可以有效扩充图片的信息量。 如《连云港年鉴(2019)》在卷首

专题图片中设置“70 年回眸”专题,其中选取了 2019 年(第 36 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

在连云港市召开的图片。 编纂者在图片说明中,对 2001 年国家火炬计划连云港新医药产

业基地获得科技部批准和 2018 年连云港市 4 家制药企业名列中国医药百强前 30 位的相

关史实进行了简要记述。 如果只是采用一般的图片说明的写法,对会议时间、名称、举办

地等要素简单记述,显然削弱了在“70 年回眸”专题下这幅图片所能包含的丰富信息量。
《连云港年鉴(2019)》通过结合图片专题的需求,在图片说明中对相关史实进行回顾和梳理,
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连云港市医药产业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有效扩充了图片的信息量。

地方综合年鉴信息载体类型的丰富,需要在结合年鉴定位和自身资源的前提下,对年

鉴编纂进行统筹思考,在“质”的基础上增加“量”的程度,而不宜进行简单的叠加堆砌。
随着技术的进步,年鉴在未来必将有更多信息载体类型可供选用。 从提升信息传播效果

入手,对年鉴信息载体类型加以丰富,有助于丰富信息内涵,增强信息观感,拓展信息容

量,优化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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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鉴信息传播方式方法的思考创新

在做好年鉴信息载体的“质”与“量”的同时,4 部中国精品年鉴在秉持精品意识、遵循

精品规范、追求精品标准的基础和前提下,对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探索创新。 主要

表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一)通过信息的选用体现地方综合年鉴的政治性

作为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所表达的信息内容反映了其编纂主旨和编纂思路。 选

用什么样的信息,体现着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 作为“官书”,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首先

应体现其政治性。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修订版)》在中国精品年鉴评选标准首

条即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政治观点正确。”①4 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在“编辑说明”中开宗明

义,写明年鉴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并在编纂过程中贯穿始终。 如《连云港年鉴(2019)》
专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类目,记述反映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将连云港—霍尔果斯

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的重要指

示下,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支点城市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连云港年鉴(2019)》
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人民楷模———王继才”专题,在“特载”设“人民楷模———王继才守

岛卫国 32 年”,对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王继才同志的感人事迹进行全方位

展现,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 《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卷首专题图片设

置“助力冬奥”专题,在“体育”类目下设“筹备冬奥会测试赛”“冰雪运动进校园”“全民健

身进社区”等条目,记述冬奥会相关准备活动、场馆建设、群众性体育开展情况等,讲述冬

奥故事,传递冬奥精神。

(二)通过信息的扩展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价值

作为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应在有限的篇幅内努力扩展信息的容量,提升其自身的

资料价值。 要做好信息的扩展,既要做好信息的“加法”,也要做好信息的“减法”。 可以

通过灵活运用“链接”、表格等方式方法,做好信息的“加”和“减”。 针对有必要进一步丰

富和扩展的史实内容,《连云港年鉴(2019)》在部分条目之后设置“链接”,通过对信息的

“加”和“减”,扩展信息容量。 如在“乡村建设”类目“综述”分目“概况”条目中记述赣榆

区实行农村产权交易的“三联四通”模式在全省推广这一史实,同时在此条目后设置“链
接”,对赣榆区农村产权交易“三联四通”模式的具体内涵和实施效果作了更加具体详细

的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信息扩展同时运用了“加法”和“减法”。 “链接”内容为条

目做了“加法”,扩展了条目的信息容量,提升其资料价值。 同时,“链接”内容也为条目做

了“减法”,避免了单一条目篇幅过大,使条目主题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清晰。 与此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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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教育”类目下收录“2019 年朝阳区更名学校一览表”“2019 年

朝阳区撤销学校一览表”2 张表格,分别对“学校更名 36 所”“学校撤销 18 所”2 个条目进

行补充说明,既避免了条目本身出现赘述,又清晰直观地对已更名和撤销的学校进行补充

记述。 编纂者在“2019 年朝阳区更名学校一览表”中对相关学校“更名前名称”和“更名后

名称”进行分别记述,在“2019 年朝阳区撤销学校一览表”中对“撤销学校”“撤销学校历史

沿革”“并入学校”进行分别记述。 通过对条目信息的扩展,使相关史实不至于缺漏。

(三)通过信息的特色彰显地方综合年鉴的年度亮点和地域色彩

作为信息媒介,通过收录富有年度性和地域色彩的特色信息,不仅使地方综合年鉴有

效区别于其他信息媒介,同时也使年鉴之间更好地彰显个性风采、凸显城市特质。 要突出

时代特色和年度亮点,需要年鉴编纂者对年度大事、要事、特事、新事统筹把握,了然于心。
《连云港年鉴(2019)》《北京朝阳年鉴(2020)》《长沙年鉴(2020)》3 部中国精品年鉴围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相关专题,并通过特载和

专文等加以记述和反映。 《孝义年鉴(2020)》增设专文,从农业发展、生态保护、工业经

济、民生事业等方面记述孝义市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变化。 每个城市有其独特的城市禀

赋,通过富有地方色彩的信息内容,可以充分展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地域特色。 《北
京朝阳年鉴(2020)》在卷首专题图片中设置“友好往来”专题,展现外国友人在朝阳区开

展的商贸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反映朝阳区作为北京市对外交往重要窗口的地域特色。
《长沙年鉴(2020)》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夜经济”专题,反映长沙市作为“中国十大夜经

济影响力城市”的独特魅力。

(四)通过信息的取舍丰富地方综合年鉴的层次变化

受地方综合年鉴体量所限,年鉴编纂者必然要对信息进行取舍,当详则详,宜略则略。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详”是有重点的“详”,这里的“略”是有选择的“略”。 通过信息的

详略变化,突出重点,明确层次。 《连云港年鉴(2019)》在“附录”中收录“市委重要文件目

录一览表”和“市政府重要文件目录一览表”2 张表格,对相关文件的编号和标题要素加以

记述。 同时还设置“文件选编”,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存史价值的文件进行内容记述。
在“文件选编”中,编纂者专门对《连云港市建设“一带一路”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

意见》2 份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载录。 在这一例子中,文件目录一览表是对信息的

“略写”,为读者根据自身需要查找文件信息提供方便。 文件选编是对信息的“详述”,通
过摘选代表性的文件内容,保留了一次文献的原始面貌,增强了年鉴的存史价值。 信息取

舍的详略得当,使年鉴层次更加丰富,结构富于变化。

(五)通过信息的检索凸显地方综合年鉴的工具性

作为信息媒介,信息检索系统的完善、信息获取的便利程度是地方综合年鉴工具性的

重要体现。 4 部中国精品年鉴目录均详至条目,结构完整,系统全面,对不同层级的标题通

过字体字号、占行缩进、增加底色等方式加以区分,使各级标题层次更加分明,检索更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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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除目录外,4 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在卷末设置了全面系统的索引,为读者检索相关信息

提供便利。 《连云港年鉴(2019)》在索引部分设置二级索引,丰富标目层级,拓宽检索深

度,展现逻辑关联。 《长沙年鉴(2020)》在索引部分将类目、分目、专稿标题用黑体字标

明,方便读者查找。 《北京朝阳年鉴(2020)》对条目正文中出现的主题关键词,在索引中

进行了详细标注。

三、加强年鉴信息传播的若干思考

通过信息传播的视角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行考量,结合对 4 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分

析,关于如何提升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信息媒介的价值、增强其信息传播效果、推动年鉴编

纂质量提升,笔者得出以下 3 个方面的认识。

(一)年鉴编纂应注重信息的独特性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化

作为信息媒介,信息的独特性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化是地方综合年鉴展现信息价值、发
挥信息作用的重要途径。 信息的独特性除了上文所述的通过特色信息彰显年鉴的年度性

和地域色彩之外,还应包括通过年鉴编纂者的精心设计和主动搜集,发掘整合相关信息资

源,形成年鉴特有的信息主题。 例如,《连云港年鉴(2019)》通过收集整合相关资料,形成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息主题,系统记述“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

范区、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的相关情况,全面反映

连云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年度史实。 《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专文”中收录《以
身许党许国　 付出无悔青春》一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受阅女民兵代表的第

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她在完成阅兵任务前后的所思所感、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使读者感

同身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信息传播的差异化是指在年鉴编纂中,应立足自身特色和资源,主动求新求变,运用

差异化思维进行合理创新,使信息传播焕发新意,别具一格。 如针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年度大事、要事,《连云港年鉴(2019)》《长沙年鉴(2020)》2 部年鉴

从回顾 70 年历史、展现该地 70 年发展成就入手,在卷首专题图片中分别设置“70 年回眸”
“70 年长沙”专题进行记述,在特载中分别设置“连云港辉煌 70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2 个专题。 与上述 2 部年鉴视角不同的是,《北
京朝阳年鉴(2020)》则是在卷首专题图片中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

动”专题,对庆祝活动相关情况进行记述。 同时在专文中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受阅女民兵代表的专题宣讲文章,从人物的第一视角侧面反映这一主题。 对于一般年

鉴而言,选择从“庆祝活动”的视角表现这一主题,往往容易“千鉴一面”,内容雷同。 这也

是《连云港年鉴(2019)》和《长沙年鉴(2020)》选择从回顾 70 年历史、展现该地 70 年发

展成就的角度进行记述的重要原因。 但对于《北京朝阳年鉴(2020)》而言,选择从“庆祝

活动”的视角表现这一主题,反而更能彰显其城市特色和年度亮点。 其年鉴相关内容中

记述的人物主体是朝阳区女民兵方队、街乡文联交谊舞队等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民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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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代表,他们亲身参与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仪式和庆祝活动。 因而《北京朝阳

年鉴(2020)》 中对 “庆祝活动” 的记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北京朝阳年鉴

(2020)》结合自身城市禀赋,从“庆祝活动”的视角进行信息展现,使主题表现别具一格、
新颖独特。

(二)年鉴编纂应借助跨领域思维突破信息传播中的路径依赖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纸质书籍的一种,在长期的编纂过程中,编纂者难免会形成一些书

籍编纂特有的惯性思维模式。 借助跨领域思维,有助于突破年鉴信息传播中的路径依赖,
对年鉴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等进行多维度创新实践。

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多为从编纂者到读者的单向传播,往往缺少编纂者和读者

之间的双向传播互动。 一般而言,年鉴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更多地把年鉴单纯视为一个

载录年度信息的媒介。 而作为一地年度信息宣传和发布的媒介平台,地方综合年鉴在这

方面的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 《长沙年鉴(2020)》在年度人物、年度事件评选和信息载录

方面体现了跨领域思维。 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长沙年鉴》为平台,组织开展《长
沙年鉴》2019 年度人物、年度事件评选活动,并在年鉴中对相关信息予以专题载录。 这一

创意举措使年鉴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以往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读者对评选活动的参与,
增强了编纂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传播互动。 同时使《长沙年鉴(2020)》发挥了其作为媒

介平台的信息宣传发布功能。

(三)年鉴编纂应通过信息传播创新增强年鉴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的传播媒介的持续涌现,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

播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 如在拓展信息媒介传播渠道和丰富信息载体类型方

面,一些地方综合年鉴设置了二维码,可以用手机扫描书后二维码阅读年鉴电子书,或是

扫描随文二维码进行声音、影像等方面的信息扩展。 在增强信息应用场景方面,一部分地方

综合年鉴立足年鉴资源,精心开发年鉴衍生品,将微缩版年鉴用于地情宣传和招商引资等。
年鉴编纂应通过进一步创新信息传播的思维路径、方式方法等,持续增强年鉴影响

力。 长期来看,创新做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应做到精品化、体系化、品牌化、平台

化、数字化。 精品化就是要坚持精品意识、精品规范和精品标准,在受众心目中逐步建立

起“年鉴出品,必属精品”的认知观念。 体系化就是要树立“年鉴 + ”理念,以年鉴为龙头、
打造年鉴衍生品,使之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任务,同时又共同构建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 品牌化就是要坚持品牌意识,树立品牌形象,在年鉴和年鉴衍生品中设计使用统一标

识、年鉴宣传语、阅读二维码等,使之互为宣传、互为助力,增强品牌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平台化就是要重视策划宣传,将年鉴打造为一个展现地情历史的平台和阵地,加强与相关

部门的联动合作。 同时在策划、编纂、宣传、发布等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系统的流程体系,最
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年鉴及其衍生品的价值。 数字化就是要坚持大数据理念,基于逐年编

纂的年鉴地情资料和海量数据建立数据库,对信息资料内容和要素重新构建优化,进一步

提升其资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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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作为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既有作为信息媒介的共性特征,也有

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 以信息传播的视角审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可以“跳出年鉴看年

鉴”,从年鉴之外的角度对当下的年鉴编纂进行思考探索,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地方综合年

鉴的编纂流程,丰富编纂技巧。
将年鉴编纂放在信息传播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考量,通过坚持互学互鉴、做到善思善

创、秉持系统思维,是推动年鉴编纂的创新思考和质量提升的可行之策。 具体而言,一是

要坚持互学互鉴。 从狭义的层面看,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传播方面都有值得年鉴编纂者

学习和借鉴的特色亮点、经验做法。 从广义的层面看,年鉴以外的其他信息媒介,在信息

传播方面同样具有值得年鉴编纂者思考和借鉴的思路创意、优势长处。 因此,要通过广泛

的学习借鉴,开拓思路,取长补短。 二是要做到善思善创。 从 4 部中国精品年鉴来看,其
城市禀赋各不相同,既有省会城市年鉴、普通地级市年鉴,也有区级年鉴、县级年鉴;既有

东部沿海城市,也有中部内陆城市;既有北方城市,也有南方城市。 城市禀赋不同,年鉴体

量各异,年鉴编纂所拥有的资料资源各有所长,其信息传播的效果也各具亮点。 这说明,
无论是学习中国精品年鉴还是借鉴年鉴以外的其他信息媒介,在学习过程中都不宜照搬

照抄。 年鉴编纂者要在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举一反三,深入学习其内在思

路和技巧,对年鉴编纂进行优化创新。 三是要秉持系统思维。 年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年鉴的信息传播效果受到其底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年鉴编纂者的精品意识、创新思路、
年鉴的稿源质量等底层因素影响和制约了年鉴信息传播效果。 而这些底层因素又与地方

综合年鉴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知晓度等相互作用、紧密关联。 在做好编纂工作的同时,不
应忽视年鉴的宣传、研究、应用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只有以系统思维对年鉴工作进行持

续优化创新和思考探索,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效果和编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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