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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 “两全目标”攻坚战
谋划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蓝图

———在２０２０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
暨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研讨会上的讲话

谢伏瞻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国地方志系统决胜完成

“两全目标”之年。在这重要时刻，我们召开此次会议，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地方志事业发展蓝

图，具有重要意义。我谨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各位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通过你们，向

全国地方志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盛世修志，功在千秋。７０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全国地方志事业与时代同发展，与祖国共奋进，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总结２０１９年全国地方志工作，
安排部署２０２０年任务，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振信心、
实干奋进，坚决打赢 “两全目标”攻坚战，统筹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作出应有的贡献。

下面，我就做好地方志工作谈三点意见。

一　高举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

时代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和实践要求，特别要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批示、重要文章中，特别是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２日在宁德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同志强调，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

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 “以古为鉴，鉴

古知今”。这个讲话已经中办批准内部印发，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在修志工作中切实

贯彻落实。

当前，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尽管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出现了一些

新变化，完成 “两全目标”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

视没有变，地方志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没有变，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存

４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史、育人、资政的职责使命没有变。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更进一步、更深一层，提高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

重要论述精神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奋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二　提高站位，坚决打赢地方志 “两全目标”攻坚战

按时保质完成地方志 “两全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各级党委、政府的法定职责，是

全国地方志系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工程，是当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的中心工作和首要任

务。我们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如期实现 “两全目标”

的信心和决心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工作标准决不能有丝毫的降低，工作节奏决不能有丝毫的松

懈，坚决做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新时代，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推进工作。中指组及其办公室要按照 《地方志工作条例》

《规划纲要》赋予的职责要求，坚持完成时间不推迟、工作标准不降低，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

加大督查指导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完成 “两全目标”，备齐配全必要的人员、经费、设施、

服务等保障措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强化责任落实，细化任务分解，全

力夺取 “两全目标”攻坚的最终胜利。越是到 “两全目标”攻坚的收官阶段，越是不能放松质

量标准，必须坚决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出版关，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

思想。

近年来，“两全目标”工作推进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成绩值得肯

定，但整体进度还不够理想，仍面临很大困难和挑战。现在距２０２０年底仅有一年的时间，如
期完成 “两全目标”进入倒计时，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完

成，地方志管理体制出现新变化，还面临书号申请难、出版费用上涨等新情况。虽然这些都

是 “两全目标”攻坚过程中暂时性、阶段性的困难，但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必须认真研究，

妥善解决。

三　科学谋划，统筹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当前，地方志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将收官，谋划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

务。地方志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趋势和要求，坚持以 “中国之志”资政辅治、记录传承 “中国之治”，切实履行好党中央国务院

赋予我们 “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法定职责，进一步明确地方志在十四五规划中

的定位，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定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

一是编制印发第二个地方志事业 《规划纲要》。今年下半年，中指办拟制了 《全国地方志事

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草案）》，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这次会议的主
题之一就是要认真讨论这个 《规划纲要》。２０２０年，中指组及其办公室要在广泛征求地方志系统
内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精心打磨规划文本，力争年底前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第二

个地方志事业 《规划纲要》，确定未来五年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二是筹备召开中指组六届一次会议和第六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２０２０年，中指组要及时
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地方志工作进展，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精心筹备、周密部署，全力筹

备组织好中指组六届一次会议和第六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为未来五年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把

向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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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稳步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和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现行

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要加快 《地方志工作条例》修订，

适时谋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法》立法，推动地方志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四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地方志人才队伍。中指组要推动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把

方志学融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三大体系”建设中，探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等院校、中

国历史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设立方志学教学研究机构。要研究出台全国地方志系统高素质专业化人

才队伍建设意见，筹建全国地方志人才库，为地方志工作培养储备人才。

同志们！

新时代地方志踏上了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地方志工作融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

大奋斗之中，努力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承者，奋力开创新时代

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

《唐代两浙州县职官考：历代志书所载唐职官新考补正》出版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工作处处长、研究员周祝伟博士新著 《唐代两浙州县职官考：历

代志书所载唐职官新考补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出版发行，全书５４４万字。该书
以一代修志需反映一代学术之水平为主旨，聚焦历代志书中记载较为薄弱且讹误歧异较多的唐代

职官问题，积１５年之功，爬梳文献，踏勘稽核，集中研究和考录了唐代浙江西道润、常、苏、
杭、湖、睦６州，和浙江东道越、婺、衢、处、温、台、明７州，合计１３州７４县 （涵盖了今浙

江省、上海市及江苏省的一部分）的州、县两级各类职官。全书采用卷目体，以州为单元立卷，

凡１３卷。卷下设目，以州领县。州、县编排依照 《元和郡县图志》之编次为序。各卷卷首，以

无题小序形式考述该州始置、沿革、析并、废置、领县、境域、治所、州名由来等基本情况；卷

内所领各县，亦分别以无题小序形式考述该县始置、沿革、废置、县名由来等基本情况。作者在

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历代方志、正史、别史、杂史以及唐人诗文集、金石

录等各种载籍文献，和新近出土墓志与现存官府文书、摩崖石刻等实物资料中有关的任官信息，

对州刺史、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及六曹诸官，以及县令、丞、簿、尉诸官，拾遗补

缺，校核订讹，去伪存真。该书体例谨严，广征博引，考证精审，不仅填补了江浙沪两省一市历

代志书唐代职官记载的不少空白点，并通过订讹纠谬将唐代职官考实与研究工作推进到了一个全

新的水平，为江浙沪第三轮通志编修工作创造了一定条件和基础。该书由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

者文库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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