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8 月印发的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 》 (以下

简称 《规划纲要》 ) 要求, 到 2020 年要做到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 公开出版, 实现省、 市、 县

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规划纲要》 还要求, 坚持存真求实, 正确处理质量与进度的关系, 将精品

意识贯穿于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全过程。 2015 年 12 月,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中国年鉴精

品工程, 将其与先期实施的中国志书精品工程视为姊妹工程, 一道作为加强地方志质量建设的重要

抓手。
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近年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年鉴编纂发端于欧洲, 鸦片战

争后被引入我国, 在我国走过了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 在长期的编纂中, 年鉴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

发展, 逐渐演变成为适合反映中国国情、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载体, 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

了快速发展的局面。 2006 年 5 月, 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 颁布施行, 明确将地方综合年鉴纳

入地方志工作范畴, 年鉴工作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规划纲要》 出台, 为从依法编鉴转变到依

法治鉴指明了方向。 2016 年 12 月,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 《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 (2016—
2020 年) 》, 更进一步明确了到 2020 年全国年鉴事业的任务书、 时间表、 路线图。 经过多年的发

展, 年鉴工作已经成为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存史、 育人、 资政作用日益彰显。 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是年鉴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 坚持创

新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于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有助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和历史借鉴。 党的十八大

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要求。 完成 《规划纲要》 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年鉴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更是年鉴工作者以

自身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献上的厚礼。 一方面, 可以更好地利用年鉴这种年度资料性文献, 及

时记录各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中每年取得的新成绩和新经验、 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 涌现的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等; 另一方面, 可以更好地积累地情、 国情资料, 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有助于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 地方志不是单纯修志编鉴工作,

而是全体方志人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的一项事业, 这项事业包含着巨大的时代担当与使命追

求。 地方志工作要在 “五大建设”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发挥与其自身价值、 功能

相匹配的作用, 就要因时而谋、 乘势而上、 顺势而为, 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
当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完成 “两全” 目标, 包括 “年鉴全覆盖” 目标; 长远的目标就是基本形成



地方志编修体系、 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 质量保障体系、 资源开发利用体系、 工作保障体系

“五位一体” 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 包括 “五位一体” 的年鉴事业发展综合体系。 中国年鉴

精品工程是一项探索工程, 也是一项创新工程, 是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通过实施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不仅有助于确保年鉴质量, 不断编纂出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年度特点和地域

特色的精品年鉴, 也有助于推动年鉴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时代需要, 不断改革创新, 与时

俱进。
多年来, 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和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年鉴

种类数量快速增长, 年鉴成果粲然可观, 为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中国年

鉴精品工程, 就是要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起到示范作用, 进一步培育精品意识, 打造精品年鉴, 以点

带面, 在提高年鉴质量方面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使这项探索工程和创新工程能够积累经验,
发挥引领作用。

“万山磅礴, 必有主峰; 龙衮九章, 但挈一领。” 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是筑牢地方志事业

特别是年鉴事业发展根基之举, 其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 但编修出年鉴精品佳作, 绝非朝夕之功,
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 希望通过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能够进一步推进年鉴质量建设, 使年

鉴真正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成为展示中国国情、 地情的重要窗口, 成为

“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 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 的资源宝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

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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