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２０１８ 年卷
申报年鉴篇目研讨会综述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４ 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主办、安徽省地

方志办公室协办、马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２０１８ 年卷申报年鉴篇

目研讨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各试点单位和

计划申报单位 ２０１８ 年卷年鉴篇目进行点评，对年鉴篇目框架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新形势等问题进行研讨，为提升年鉴质

量，做好下一步的精品年鉴打造工作打好基础。 会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指

办党组书记、主任冀祥德分别会见马鞍山市委书记张岳峰、市长左俊。

一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２０１８ 年卷申报年鉴篇目研讨会开幕式举

行。 冀祥德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德成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马
鞍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方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方文出席

开幕式。 中指办年鉴处处长刘永强主持会议。
冀祥德在讲话中首先对安徽省史志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指出，２０１８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包括年鉴系统在内的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

要政治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瞄准新方位，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振奋精神、积极作为，不断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

新篇章。 结合更好地推进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他重点谈了四点意见：一是要进一步充分认

识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重要意义。 他强调，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是培育精品意识

和打造精品年鉴、提高年鉴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年鉴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坚持创新发展、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步骤，有助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多智力

支持和更大精神动力。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年鉴工作者应牢牢抓住有利契机，为铸造

出更多的年鉴精品佳作而努力。 二是要深入研究新时代新方位背景下如何编纂高质量年

鉴。 他指出，党章修正案、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

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我国的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方位。 为适应这些重大变化，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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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很多重大举措、推出更多有力措施。 年鉴如何全方位、开创性地记述这些历史性变

化，如何充分记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的伟大事业、实
现的伟大梦想，是新时代年鉴编纂工作需要深入思考探究的问题。 三是要深入总结交流

打造精品年鉴的经验和不足。 他强调，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做得好的面

子工程，而是稳扎稳打、实实在在的精品工程，不付出加倍的努力，是很难打造出精品年鉴

的。 他要求，要总结交流经验，吸取教训，攻克难关，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办公室、指导专家、
申报单位三方要统一思想、促成共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服从全局、形成合力，共同打造

中国精品年鉴。 四是要有的放矢切合实际地开展研讨。 他希望，指导专家能够发挥专长，
把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意见毫无保留地提出来；各试点单位、各计划申报单位的代表们充分

利用好这次专家面对面指导交流的机会，认真消化吸收有关意见或建议，为下一步打造精

品年鉴打好基础。
郭德成在讲话中简要介绍安徽省情和全省年鉴工作的特色及亮点。 他指出，在中指

办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安徽省在推动修志编鉴、发挥地方志资政育人作用和人

才培养方面等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希望能借此机会不断提高自身年鉴编纂业务水平，努
力打造更多的精品佳作。

方文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马鞍山市的发展情况以及马鞍山市史志工作开展情况，尤
其是年鉴工作取得的成绩。 他指出，希望在中指办的指引下，马鞍山市地方志事业迈上新

台阶，取得新成绩。

二

会上，冀祥德对与会 ３２ 家单位的年鉴篇目全部进行审读，并专门对法治部分提出具

有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会议采用大会点评与分组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大会点评阶段，与会专家就 ３２ 部

年鉴篇目框架结构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梳理和点评，并就条目撰写规范及需要注意的问

题进行交流。 会议认为，年鉴篇目要充分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充分体现近些年来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新的认知，认真推敲分目和条目标题，正确把握部类设置的科学

性及部类之间的逻辑关系。
会议分省级与地市级年鉴小组、县区级年鉴小组两个小组，每个小组 ５ 名指导专家，

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他内容进行分工点评。 第一小组指导专家分别就《山西年

鉴（２０１８）》《山东年鉴（２０１８）》《广东年鉴（２０１８）》《南京年鉴（２０１８）》《温州年鉴（２０１８）》
《驻马店年鉴（２０１８）》《拉萨年鉴（２０１８）》《镇江年鉴（２０１８）》《扬州年鉴（２０１８）》《马鞍山

年鉴（２０１８）》 《淮北年鉴（２０１８）》 《青岛年鉴（２０１８）》 《东营年鉴（２０１８）》 《郑州年鉴

（２０１８）》《长沙年鉴（２０１８）》《永州年鉴（２０１８）》《常德年鉴（２０１８）》《玉溪年鉴（２０１８）》１８
部年鉴篇目进行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年鉴篇目要注意部类设置

的科学性及部类之间的逻辑关系，每个标题都应认真推敲，卷首图片要达到提炼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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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第二小组指导专家分别就《北京海淀年鉴（２０１８）》《威远年鉴（２０１８）》《天津市北辰年

鉴（２０１８）》《丰润年鉴（２０１８）》《宣化区年鉴（２０１８）》《长春市宽城年鉴（２０１８）》 《桦甸年

鉴（２０１８）》《来安年鉴（２０１８）》《晋江年鉴（２０１８）》《集美年鉴（２０１８）》《上杭年鉴（２０１８）》
《平南年鉴（２０１８）》《第一师阿拉尔市年鉴（２０１８）》《第八师石河子市年鉴（２０１８）》１４ 部年

鉴篇目进行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年鉴要体现近些年来政治经济

体制改革的成果和新的认知，要正确设置专栏，尤其要区分特载、专记、专文。

三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２０１８ 年卷申报年鉴篇目研讨会进行会议小

结。 刘永强在会议小结中总结会议特点，对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作说明，并就进一

步充分认识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重要意义、严格落实《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扎实做好篇目修改完善工作、充分发挥试点单位作用等提出要求。

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恒彬、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孟亚男、江苏省

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牟国义、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周慧、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

任夏小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刘星、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

处长黄玉华、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年鉴处处长欧长生、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处

处长徐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处长孙仿等 １０ 名指导专家，中国年鉴精

品工程试点单位及计划申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中国精品年鉴”的年鉴编纂单位负责人约

６０ 人参加会议。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杨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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