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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江苏故事 展现方志作为

左健伟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部署，提出“持续抓好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任务要求。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政育人、

服务发展的独特功能，忠实记录当代，讲好江苏故事，传承历史文化，赓续中华文脉，为增强中华文明和江苏文化传播力影响

力展现方志作为。

坚持自信自立，忠实记录发生在江苏大地的中国巨变

地方志是一个鉴古知今、启迪未来的窗口，只有对历史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江苏地方志系统始终坚

持自信自立，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忠实记录发生在江苏大地的中国巨变。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历

时 15 年，覆盖全省县级以上所有行政区划，共编纂出版省、市、县（市、区）三级地方综合志书 110 部、271 册、3.35 亿字，

展现江苏奋进力量、讲述人民奋斗故事、刻画时代巨变画卷，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更加有力的历史文化支

撑。启动镇村志编纂文化工程。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镇村志编纂文化工程的通知》，在全国首次提出到 2030 年镇志编

纂全覆盖的目标。通过镇村志，可以全面系统准确了解一方水土的历史沿革、山川河流、风俗物产、民生百态，既能看到“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魅力田园，也能看到“高楼耸入青天，下有白玉厅堂”的现代发展。整理出版方志古籍。江苏素有

“方志之乡”的美誉，地方志编修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截至新中国成立前，江苏地域共编纂各种志书约 1200 种，流传至今的

有近千种，占全国的 1/10 左右。历经 13 年辛苦编纂，完成《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共 530 多册，收录了唐代

至民国期间各种方志古籍 650 多种，总计影印图版约 80万幅，是全国体量最大的省域旧志整理工程。完成《江苏文库·方志编》

全部出版任务的 80%左右，位居《江苏文库》六部类首位。这些方志典籍展现了江苏灿烂的地域文化，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历

史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生动描绘全省人民砥砺奋进的精神图谱

时刻把薪火相传同推陈出新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要求，不断赋予地方志工作新的时代内涵

和现代表达形式，努力创作堪存堪鉴的精品佳志。围绕重大历史节点编纂出版主题志鉴。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编纂出版《江苏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图志（1949—2019）》。2020 年，启动《江苏省对口支援西藏建设志》《江苏省对口支援新

疆建设志》编纂工作，全面记录江苏为全国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担当与贡献；编纂出版《长江历史图谱》，为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2021 年，编纂“江苏 100 个红色地名”专刊，献礼党的百年

华诞。2022 年，编纂出版《“强富美高”新跨越——十九大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纪事》，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围绕当

年大事进行即时性记录。从 2019 年 1 月起，在全国首创逐月编纂《江苏微记录》，每年年底再汇辑成一本 20 万字的《江苏记

录》，同步记录江苏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和轨迹。2023 年，联合省统计局编纂《江苏记录（2022）》，连续四年入选省“两会”

会议资料；联合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编纂《江苏影像（2022）》，首次入选省“两会”会议资料。目前，全省即时性记录产品总

数达到 52 种，淮安、常州、南通等地 15 种即时性记录产品纷纷亮相当地“两会”。围绕重大事件进行实时记录。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时间启动资料搜集工作，同步记录、同步编纂、同步出版《生命至上：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

在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精彩亮相，成为全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在抗疫表彰大会上使用的书籍。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Mjr4IO3AFfk1BCN_sYVPSgVHx7fPynNmL2C-y01fy_7uWmSzczbrjNJlVMPsGBwWObG9nW7zGgDFG2hnbDK1F4OBJM9B7j57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M9N_p6ifsvNhWgqJLJPun7R6JVjb_SVVh7azIuGh5kG8kKaFtpp25573MC7_TsYVAFoDi6BIY3ho_5dhap_SkO3E8W-CHOI-S1Jgmxq4ow_yBjwUfWmU0710BMCgxCZKQ8jEro3nsypMcisoNKGA7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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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用方志的语言讲好在江苏发生的中国故事

始终聚焦伟大时代，讲好江苏故事，致力于做有品质的史志作品，为“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提供价值引领力、文化

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做最有文化的微信公众号。“方志江苏”微信公众号坚持日更、打造原创，每年推送文章超过 1000 篇，

多次被新华社、“学习强国”“国家人文历史”“中国国家历史”等媒体转载。“方志江苏”视频号开通 5 个月，就发布视频

210 个，月浏览量达到 6.2 万，打造的 1分钟“江苏方志故事”系列短视频，深受人民群众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的喜爱。做群众

最爱看的志书。适应现代人阅读习惯，创造性将音视频纳入志书内容，创新拓展资料和延伸阅读，提升志鉴产品的深度与内涵。

融合文字、图片和音视频打造的“江苏名镇名村志”已出版 29 部，成为中国第一批全媒体志书。2021 年出版的《江苏省对口支

援西藏建设志》和正在编纂的《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建设志》，均收录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大量历史图片以及风光美图，并以

二维码形式收录大量珍贵历史影像资料。《江苏地方志》以最美装帧设计入选中国期刊设计艺术周。做最叫座的史志讲堂。“江

苏方志大讲堂”邀请高校学者、文化名人等到史志场馆或历史遗迹、地标建筑实地讲述江苏故事，辐射带动各市县史志文化讲

堂，形成联动效应，成为传播方志文化、讲好地情故事的重要阵地。目前已累计举办 45 场，线下观众近 5000 人次，线上辐射

观众 500 多万人次，实现存史、资政、育人相结合，满足人民文化需要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形成全省地方志事业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合力

加大组织体系改革创新力度，从地方志系统各自为战，转为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工作，大幅度提升了社会效应。从依赖地

方志自己的人力物力，转变为吸引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开展地方志工作，大幅度提升了社会参与度，全省地方志工作呈

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繁荣发展局面。凝聚系统合力。加强全省地方志系统的统筹协调，构建上下协同联动的组织管理体系，

由各自为战到合作共赢。连续三年组织全省地方志系统参加省政府主办的江苏书展，独立设置的“方志江苏馆”成为书展热门

打卡地。实施“江苏省重点史志作品编纂出版资助计划”，引导全省地方志系统打造一批高显示度的江苏史志标识产品。向外

借力发展。先后与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 6 所高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设立“江苏省方志馆省委党校分馆”，为全国各级

党校的第一家。与省民政厅等部门一起发布首批 200 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和两批 200 个红色地名，联合有关媒体单位开展“点

亮运河”“寻迹江苏老地名”“典说江苏”等主题文章征集活动。联合省社科联发布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

课题。撬动社会资源。组建全国第一个“史志馆联盟”，将各地各单位自发建立的镇村史馆、厂矿史馆、校史馆以及各类特色

馆联合起来。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共有 39 家市、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进行试点，联盟成员展馆 719 家，在不增加政

府投资的情况下，大幅度提升公共文化供给数量，提高场馆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苏州、淮安、盐城、宿迁等地在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公园景区、政务服务中心、高等院校等设立方志驿站，进一步提升方志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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