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2023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文 化

江苏省江苏省：：

培根铸魂修志育人培根铸魂修志育人 传承弘扬地情文化传承弘扬地情文化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用好方志资源
上好“开学第一课”

“塔集古镇，因曾经拥有一
座千年古塔而得名……”近
日，新学期伊始，江苏省淮安
市金湖县塔集镇中心小学、荷
花荡小学和夹沟小学的同学们
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
第一课”。

“塔集真的很美，深入了解
到它的历史沿革后，我更爱我
的家乡了。”学习本土文化、畅
谈观影感受，荷花荡小学六年
级学生徐淏通过观看由江苏省
地方志办公室牵头拍摄的《江
苏省情系列影像志·乡土江苏》
之《塔集：尧帝故里 荷荡神
韵》，收获的是对于家乡的自豪
感和归属感。

这部承载了塔集厚重历史
底蕴的影像志，将塔集的历史
渊源、地情地貌、风土人情、文
化底蕴等娓娓道来，用镜头画
面展现出塔集古镇的人文风光
与魅力风情，成为塔集镇小学
生们“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学习
内容。塔集镇中心小学校长吴
仔松说：“将‘塔集影像志’作为

‘开学第一课’，对于加强学生
思想品德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人文历史及地情知识教育，调
动学生的‘家乡身份识别感’，
以及激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情怀都十分有益。”

金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为充
分挖掘利用乡村优秀文化和
乡村振兴实践成果，开展地情
教育、思政教育，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服务文化强
县建设，金湖县地方志办公室
积极整合地情文化资源，不断
创新史志文化服务方式，扎实
推动史志文化进基层校园，打
通了地情文化传播的“最后一
公里”。

坐下来观影，走出去学习，
江苏省方志文化融入“开学第
一课”的内容和形式多彩多
样。9月1日，江苏省镇江市第
三中学的同学们走进镇江方志
馆，了解古城镇江的前世今生，
开始新学期的“第一课”。

江苏省镇江方志馆是镇江
市方志年鉴和地情资料收藏中
心、地方文化对外交流宣传中
心及爱党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也是第一批“江苏省党
史教育基地”之一。镇江市第
三中学的同学们步入这本“会
说话的大辞典”，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有序参观建置沿革、山水
名胜、物阜民丰、人文荟萃、教
卫文体、民俗风情、方志赏鉴等
七大主题展馆，通过文字、图
片、视频、实物，切身感受到了
家乡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
相关发展进程。

参观期间，红色文化志愿
者、红色收藏爱好者闫佳还带
来了许多珍贵的红色收藏品，
向同学们讲解红色革命故事。

“看到有关镇江市第三中学的
老物件，比如新中国成立前的
毕业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校
徽和三好生奖章等，让我们大
开眼界，进一步了解到学校的
建校历史和发展沿革。”镇江市
第三中学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要
听党话、念党恩，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设置系统课程、特色活动
提升方志育人功效

江苏素有“方志之乡”的美
誉，编修地方志已有2000多年
历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新
中国成立，江苏地域共编纂各
种志书约1200种，流传到现在
的也有近千种，占全国的十分
之一左右。

“近年来，江苏省大力推进
修志编鉴工作，专题史、口述史
等多种体裁百花齐放，但仍面
临着方志学专业人才短缺、地
方志编纂方式方法缺乏创新等
发展难题。”江苏省地方志办公
室主任左健伟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推动江苏省地方志事
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培养更多更好的高水平人才，
打好地方志事业发展大厦的基
础，9月15日，江苏省地方志办
公室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
合打造的‘方志学概论课程’开
课。这是江苏省高校首次开设
的地方志专业课程，弥补了地
方志编纂理论课程的空白，是
对古典文献学创新性发展和创
造性转化的一次探索。”左健伟
介绍，这门课程包含讲解方志
学史、旧方志的整理和利用、新
方志的编纂等，课程内容丰富，
实用性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
室将全力支持协助方志学课程
建设，努力把方志学课程打造
成精品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方
志馆近年来针对青少年群体开
发融合传统课程、参观研学、创
新实践于一体的“我爱江苏”方
志文化系列课程，为青少年了

解中国方志典籍、学习传统文
化、沉浸式参观展厅、多视角认
识江苏，提供生动有趣的互动
课堂。每期课程一经发布，便

“秒光”。
江苏省方志馆近年来还开

设了“江苏方志大讲堂”，目前
已举办57场，创新采用“访谈
讲堂”“户外讲堂”等多种形式，
通过“交汇点”客户端对讲堂进
行直播，线上辐射观众已超
600多万人次，部分活动的单
场观看量近40万次。

江苏省苏州市方志馆作为
“家在苏州e路成长”苏州市未
成年人社会实践体验活动体验
站，每年寒暑假积极策划开展

“读方志 知苏州”主题体验活
动，通过印发《苏州地情百问》、
绘制40块方志文化探秘地情
展板、设置方志文化卡通展示
室和触摸屏展示项目、播放视
音频素材等，让苏州市未成年
人在方志馆自主实践体验优秀
传统文化、了解苏州地情文化、
掌握基本文化常识。

江苏省镇江市方志馆则以
主题公益活动为切入点，围绕
青少年、外地游客、商务人群
等，将方志馆融入西津渡整体
旅游线路，定制研学之旅、红
色之旅，成为“四史”学习教育、
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阵地，成
为广大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
年了解镇江历史文化的网红打
卡地……

坚持创新驱动
“数字方志”讲好江苏故事

“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方
志馆展陈、活动从呈现理念到

形式上加以转化和创新，通过
现代化科技手段和时尚元素，
实现不同展陈方式和特色活动
间的全面融合；通过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的地情文化展
示活动，拉近地方志与群众的
距离，有效提升地方志工作的
影响力和穿透力。”江苏省方志
馆副馆长沈萌溦表示。

用方志语言讲好古都故
事、传播南京声音、彰显金陵魅
力，用现代科技技术创新，让蕴
含在地方志中的传统文化、藏
在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藏
在博览馆里的典籍文字“活”
起来……江苏省南京市方志馆
在数字化升级改造的路上奋力
前行。

同时，近年来南京市方志
馆积极与市内大、中小学建立
联系，组织和开展以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
主题的特色活动及大学生地方
志志愿者服务实践活动。例
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3
级新生“开学第一课”走进南京
市方志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秦淮科技高中“追光问道、
共赴未来”19 公里步行者行
动、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

“寻城市之根 知历史兴替”参
观实践活动、南京市力学小学

“教室在窗外”等系列课程活动
……组团打卡南京市方志馆。
不少学生通过参与特色活动，
对南京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自觉成为南京故事的传播者和
讲述者。“自今年2月数字化升
级改造恢复开馆以来，我们接
待到馆参观教育等活动近百
场、3000余人次。”南京市方志
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推进“数字方志”建设，助
力方志文化“活”起来，江苏省
南通市智慧方志馆和地情资料
中心亦加快建设步伐。南通市
地方志办公室发动县（市、区）
地方志机构、政府网等多方力
量，做好南通市、县两级地方志
工作机构所藏地方志资源书目
的汇聚、检索和全文查询服务；
同时，推进南通市地情资料中
心数字化建设并纳入南通市政
府网等大数据平台，建设高质
量的“数字方志”。

为挖掘好、利用好“一方
之全史”，左健伟表示，接下来
江苏省各级方志工作机构将
继续依托自身资源，结合乡情
地情实际，推动方志文化进机
关、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
让方志资源进一步“活”起来，
让更多人接触地方志、了解历
史文化，培养历史责任感和爱
乡爱国情怀。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中学的学生们走进镇江方志馆，了解古城镇江的

前世今生，开启新学期“第一课”。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志载光华，启智润心。地方

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

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具

有存史、资政、育人等重要功能。

近年来，江苏省地方志系统

积极主动利用方志资源，以方志

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为江

苏各地学子上好“开学第一课”，

引导青少年传承文化脉络，留住

城市记忆，厚植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