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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玉溪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2024 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扶贫志编纂工作前期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实施中国

扶贫志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的若干意见〉的通

知》（中指组字〔2022〕2 号）有关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工

作要求，确保按时、高质量圆满完成编纂任务。2022 年 12 月 22

日，玉溪市组织召开了扶贫志编纂工作推进会。中共玉溪市委办

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下发了《关

于印发<玉溪市扶贫志(1950-2021)>编纂工作方案》。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扶贫志编纂工作。市委王力书记要求：一定要按照省

上的安排高质量完成玉溪扶贫志的编纂任务。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王志华同志要求：要认真组织开展好编纂业务培训，注重抓

好编纂期间各环节工作，确保高质量圆满完成玉溪市扶贫志编纂

任务。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李宝民同志要求：扎实推进各自

负责领域工作，共同完成好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工

作。2023 年 5 月 18 日，六届市委常委会第 68 次会议强调要高

度重视扶贫志编纂工作，确保《玉溪市扶贫志》按时序推进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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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任务。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编纂《玉溪市扶贫志(1950-2021)》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全面记录全市各族人民战胜贫

困，迈向全面小康的重要载体，是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市的重

要要求。通过编纂扶贫志，一是总结好玉溪扶贫工作中党的理

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作用，有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二是还

原玉溪扶贫历程，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落实、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扶贫精神真实反映在志书中，有利于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三是把全市各地特色扶贫经验和一

些在全省、全国推广的经验模式充分记录下来，科学总结玉溪特

色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讲好玉溪脱贫攻坚的故事。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玉溪市委扶贫志(1950-2021)》1部，字数80-100万。

2024年完成终审稿。为确保编纂工作顺利推进，一是建立健全机

制，加强编纂工作管理。二是提高业务水平，确保高质量完成志

稿编纂。三是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克期完成编纂任务。

六、资金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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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2024年度预算资金 5.59万元，具体预算如下：

（一）制图费。玉溪市行政区划图，贫困乡(镇)、村示意图，

脱贫重点产业分布图，农村贫困发生率示意图，贫困人口变化示

意图等制作及审图费。此项预算 2.20万元，预计 2024年 5月支

付。

（二）印刷费。预计 2024年 6月印刷初审稿 50册，9月复

审稿 50册，12月终审稿 50册，合计 150册，印刷费 1.7万元，

排版费 0.30万元。此项预算 2.00万元，预计 11月支付。

（三）差旅费。开展扶贫志资料收集和县（市、区）业务指

导差旅费预算 1.02 万元,相关工作公务平台租车费预算 0.37 万

元。此项预算 1.39万元。

预计一季度支付预算总额 30%，二季度支付 30%，三季度

支付 20%，四季度支付 20%。

七、项目实施计划

《玉溪市扶贫志（1950—2021）》编纂工作从 2022 年 11

月全面启动，2025 年 6 月完成编纂任务。

（一）组织准备阶段。2022 年 11 月，召开会议、制定

篇目、组织培训，启动编纂工作；2022 年 12 月，成立编纂

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编辑部，召开全市扶贫志编纂工作推进

大会，明确编纂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及时开展业务培训。

（二）志书初审阶段。2024 年 2 月底前，完成资料收集，

5 月底前形成初稿，8 月底前形成征求意见稿，10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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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评审会。

（三）志书复审阶段。2024 年 12 月底前，根据评审会

修改意见，形成送审稿。

（四）出版印刷阶段。2025 年 3 月底前，完成出版印刷

招标，5 月底前出版印刷校审，6 月底前完成编纂出版任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实施，对市委、市政府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完整、如实

记录，为以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项目由市委党史研究

室组织力量进行撰稿，极大节约了编纂成本，节约了大量财政资

金。

（二）社会效益分析

该项目的实施，对指导各部门及县（市、区）扶贫志编纂起

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史志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