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如何突出地域特色

———以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和《东方年鉴》为例

杨　 帆∗①

摘　 要　 浓郁、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一部年鉴保持独立性、增强可读性的关键。 通过

多种表现形式,准确、充分地增强年鉴地域特色是提升年鉴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创

建中国精品年鉴的客观要求。 《连云港年鉴(2019)》等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充分把握

地域上的差异性、特殊性,将自然、人文等综合因素融入到框架设计、专题组图、记述

内容、封面设计等各个方面,起到了展示地域特色、丰富记述内容、增强可读性的作

用,值得广大年鉴工作者深入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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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的地域特色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方面年度变化的集中客观

反映。 彰显地域特色是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书的基本功能,也是保持自身独特性和生命

力的关键,能否突出地域特色是衡量一部地方综合年鉴优劣的重要因素。 编纂地方综合

年鉴应当充分考虑其地域的差异性、特殊性,把握地域内所涵盖的自然、人文等综合因素

的特色,展现地域独有文化特质,让读者充分领略与众不同的人文风情。
“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的举办,让全国广大年鉴工作者有了一次“读、学、编”相结合

的亲身体验。 《连云港年鉴(2019)》《长沙年鉴(2020)》《北京朝阳年鉴(2020)》《孝义年

鉴(2020)》4 部推荐品读的中国精品年鉴,①无论是框架设计、专题组图,还是分条记述大

事要事特事、封面设计等方面,均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年鉴工作者为突出地域特色所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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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血,为今后的年鉴编纂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借鉴。 笔者通过对比 4 部中国精品年

鉴的内容设置,并结合《东方年鉴》的编纂实践,从框架设计、专题图片、记述内容、封面设

计 4 个方面对如何突出年鉴的地域特色进行探讨。

一、框架设计体现地域特色

年鉴的框架,好比风筝的骨架。 风筝的骨架可以起到固定、支撑整个风筝的作用,而
年鉴的框架则是承载年鉴内容的主体。 每个市、县、区因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各不相

同,政府中心工作重心各有侧重,所以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时,框架设计不宜全盘模仿其

他精品年鉴,而应当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对应。 “沿海城市年鉴框架结构就要

具有与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相对应的特征,产业聚集城市的年鉴框架结构就要具有与

城市产业发展格局相对应的特征,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城市年鉴框架结构就要具有与其

相对应的区域优势特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比较明显的城市年鉴框架结构要具有与其相

对应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特征。”①

4 部中国精品年鉴中,《北京朝阳年鉴(2020)》和《孝义年鉴(2020)》设置“社会生活”
类目,《长沙年鉴(2020)》设置“人民生活”类目。 通过考察以上 3 部年鉴的框架设计,便
能感受得到编纂者有意识地将本地的人民生活水平展现出来。 尽管框架设计上存在共

性,但从类目下所设置的不同分目及条目来看,所承载的内容又不尽相同。 例如,《北京朝

阳年鉴(2020)》“社会生活”类目下设“居民收支” “民政” “社会建设管理” “人力资源管

理”“就业”“社会保障”“民族宗教”“老龄事业”“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会活动”“慈善事

业”“精神文明建设”等分目,记述北京市朝阳区的民生状况;《孝义年鉴(2020)》“社会生

活”类目下设“人口”“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福利事业”“拥军优抚”“社会

事务”“残疾人服务与保障”等分目,记述孝义市人社、民政等部门主管的跟民生相关的事

务;《长沙年鉴(2020)》“人民生活”类目下设“人口家庭”“就业创业”“脱贫攻坚”“移民开

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 “退役军人事

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等分目,着力反映长沙市的民生状况。
其中,《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社会生活”类目下设“精神文明建设”分目,此做法虽算

不上创新实践,但该分目下设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阵地联盟”“‘我心中的 2020’作
品征集展演”等条目,又着实让读者领略到了不一样的精神文明建设内涵。

文化部类是地方综合年鉴较容易突出地域特色的部分。 4 部中国精品年鉴中,《北京

朝阳年鉴(2020)》“文化”类目下设“文化创意产业”分目,围绕“百园工程”培训、文创产

业博览会、国际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论坛、索尼音乐人入驻国家文创实验区、文化产业经营

管理培训、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等相关内容逐条记述,让读者大开眼界。 《连云港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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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长沙年鉴(2020)》《孝义年鉴(2020)》则在“文化”类目下设“社会科学”或“社
科研究”分目,系统地记述本市的社会科学相关工作与活动,尤其是《连云港年鉴(2019)》
“社会科学”分目下设“《西游记》文化研究”“徐福研究”“‘连云港学派’建设”等条目,这
种设置别具特色。 然而,一些县区级综合年鉴仍然存在未将社会科学纳入主体框架的情

况。 究其原因,表面上是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未提供详实的资料,实则是统稿者的失误。 针

对相关问题,提前加强与文化主管部门的有效沟通,主动索要相关资料是今后应当着力去

做的事情。
经济部类在地方综合年鉴中的份量较重。 4 部中国精品年鉴中, 《连云港年鉴

(2019)》将“海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设置为类目的做法较为新颖,使读者通过目录便

能很直观地联想到“山海港城”的经济发展状况。 该做法值得全国濒海城市综合年鉴学习

借鉴。 联想到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如火如荼,海南省各市县综合年鉴已将“自贸港建

设”升格为类目,与《连云港年鉴(2019)》的做法异曲同工。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必由之路。 但每个地方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扶贫力度自然有别。 4 部中国精品年

鉴在记述打赢脱贫攻坚战上,份量也存在着较大差别。 其中,《孝义年鉴(2020)》设“脱贫

攻坚”类目;《长沙年鉴(2020)》在“人民生活”类目下设“脱贫攻坚”分目;《连云港年鉴

(2019)》在“乡村建设”类目下设“精准扶贫”分目;《北京朝阳年鉴(2020)》未将脱贫攻坚

纳入框架,只是在“人民生活”类目下的各分目中分散记述社会救助相关内容。 通过 4 部

中国精品年鉴对扶贫工作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有一个初步

判断。 同样,海南省各市县均将脱贫攻坚列为政府中心工作之一,有的市县在编纂综合年

鉴时也有意识地将扶贫工作升格为类目来记述。 可见,实事求是地记述,不刻意回避,便
是展现特色的最好方式。

此外,将与其他地方相比别具特色的政府中心工作升格为类目,也能体现出地域特

色。 如《连云港年鉴(2019)》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类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这

一方面,《东方年鉴》编纂人员也有着一定的实践体验。 东方市从 2017 年开始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及全国双拥模范城,每年都坚持设置“‘三创’工作”类目来记述。
2020 年东方市成功创建成全国双拥模范城后,又将“‘三创’工作”的内容调整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及全国生态示范市,但仍然保留“‘三创’工作”这一类目。

二、专题图片展示地域特色

地方综合年鉴发展到今天,通过卷首专题图片充分展示地域特色已成为一种共识。
有的编纂者习惯将地域特色图片融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记述内容,有的编纂者则

直接设置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卷首专题图片,供读者清晰直观地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通过品读 4 部中国精品年鉴,可以看出编纂者们在卷首专题图片的编排上下了功夫。

从挖掘地域特色的重心来看,4 部年鉴各有侧重,各具特色。 例如,《孝义年鉴(2020)》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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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旅游休闲度假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专题来展示孝义市生态建设成就;通过

“体育盛事”“非遗传承”“旅游盛景”“文化掠影”等专题来展示孝义市人民的文化生活水

平。 《长沙年鉴(2020)》通过设置“夜经济”专题,展示长沙城市之夜的魅力,从侧面讲述

长沙人民的安居乐业;通过“老照片”专题来讲述新中国 70 年来长沙市发展变化的故事,
令读者印象深刻。 《连云港年鉴(2019)》所选录的每一张图片,几乎都是围绕着连云港

“生态、智慧、健康、文明”的城市建设成就,向读者释放出“山海港城”的无限魅力。 通过

设置卷首专题图片来缅怀执勤时不幸去世的开山县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借此歌颂“最美

奋斗者”“人民楷模”。 相对而言,朝阳区属首都北京的一个区,因地理上的特殊性注定其

在生态环境等方面不具备优势。 《北京朝阳年鉴(2020)》卷首专题图片的设置扬长避短,
通过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助力冬奥”“社会建设”“文化建设”
“友好往来”等专题,传递积极、阳光的居民生活。

随着年鉴事业的不断发展,卷首专题图片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需求随之增长。 所以,
图片资料的来源成为年鉴编纂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东方年鉴》在 2019 年改版前,都
是依靠各供稿单位及宣传、文旅、电视台等部门提供图片,可以选择的内容较为有限,效果

很不理想。 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各供稿单位并未养成收藏图片的习惯,
也缺乏相对专业的摄影者;二是宣传部门的宣传项目几乎都是外包,自已很少收藏适合收

录于地方综合年鉴的精美图片;三是地方电视台虽然逢大型活动必到场,但侧重于录像而

非拍照,能提供的照片也不多。
实践证明,有计划地提前准备图片,比临时搜罗照片更行之有效。 《东方年鉴》自

2019 年改版后,在征集图片方面进行新的尝试,加强与本地摄影家协会会员的合作,提
前一年邀约摄影家们对年度自贸港建设相关的大项目开工及大项目签约进行跟拍;对各

种晚会和大型文体育活动现场进行跟拍;对黎锦文化相关的织锦活动、传承等进行深挖;
对花梨文化相关的基地、木器等进行深挖;对生态环境相关的各种元素进行深挖,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好照片难求”的问题,设置能够充分展示东方特色魅力的 3 个卷首专题图

片,即“生态东方”“中国黎锦之乡”“花梨之乡”。 其中“生态东方”专题围绕全国生态文

明示范市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热带滨海城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内容选图,充分展

示东方市作为“康养天堂”的魅力;“中国黎锦之乡”专题充分挖掘黎锦纺织技艺传承、保
护等主题;“花梨之乡”专题不断深入挖掘,包括花梨种植基地、花梨木器、花梨文化活动

等,向世界展示东方花梨文化,传递“世界花梨看中国,中国花梨在海南,海南花梨数东

方”的理念。
近年来,在卷首专题图片前增设一面“荣誉墙”也成为一些地方综合年鉴展示地域特

色的方式之一。 例如,《长沙年鉴(2020)》设“长沙荣誉”,特别展示 2019 年长沙市所获得

的全国性荣誉,诸如“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

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等;《孝义年鉴(2020)》设“城市名片”,记述孝义市在全国经济、
科技、小康指数等方面的排名,以及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 尽管二

者所取的标题不同,但通过荣誉墙展示地域特色的做法,显然都产生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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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述内容突出地域特色

一部好的地方综合年鉴,条目所记述的内容除了具有共性外,还应当具有各自的个

性。 过去供稿单位交来的稿件大多是各单位或部门所开展的日常工作,动态内容记述较

少,甚至有将往年所开展的工作总结稍稍修改一下数据便拿来交差,而年内新开展的工作被

忽略,往往导致共性有余,个性不足,地域特色自然难以体现出来。 另外,在具体年鉴编纂过

程中,由于供稿单位撰稿人员经常更换,新来的撰稿人员往往把握不住“大事要事特事”标
准,所以各供稿单位在提交年鉴稿件的同时,若能一并提供该单位年内所开展的各种活动的

总结报告,再由统稿人员来把握入鉴的尺度,这样基本上“大事要事特事”就不会遗漏。
通过记述内容来突出地域特色,每部中国精品年鉴的记述各有差异。 《长沙年鉴

(2020)》有一个做法很值得借鉴,即在个别条目记述结束后,增加相关阅读延伸内容。 如

“文化”类目“文化遗产保护”分目,在介绍完概况后,增设一条延伸阅读———雨花非遗馆

“非遗 +旅游”融合优秀案例。
地方综合年鉴的“教育”类目基本上都会围绕教育行政、师资队伍、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相关内容来记述。 然而,《北京朝阳年鉴

(2020)》在“教育”类目下设“素质教育”分目,再围绕年内所开展的科技进校园、校园体

育、校园社团、校园劳动教育等相关活动进行逐条记述,这种创新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
年鉴编纂过程中将一些传统地方特色产业收录进去,同样是突出地域特色的一大加

分项。 如《长沙年鉴(2020)》“工业·建筑业”类目下设“烟花爆竹业”分目,围绕政策调

控、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市场开拓、国际花炮文化节、花炮“技艺匠人”评选等活动与烟花

爆竹相关的生产经营及相关文化活动情况进行逐条记述。 “2019 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

业集群实现总产值 241. 1 亿元”,其中,“‘浏阳花炮’文化品牌价值为 1071. 4 亿元”①。
《长沙年鉴(2020)》“商贸服务业”类目下设“居民服务业”分目,虽然并非独创,但结合其

具体内容来看,对“长沙米粉”和“大众点评必吃街落地”的记述,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条目所记述的内容能彰显地域特色外,“特载”或“专文”也能突出地域特色。 例

如,《北京朝阳年鉴(2020)》特别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受阅女民兵代表张晓菲

在“让青春为祖国绽放”网上主题团日活动中的宣讲专文《以身许党许国 　 付出无悔青

春》,而不再刊载各种年度总结报告,让读者耳目一新;《连云港年鉴(2019)》特载守岛卫

国 32 年的“最美奋斗者”王继才,进一步彰显“山海港城”的人文之美;《长沙年鉴(2020)》
特载长沙市乡村振兴战略等各项工作纪实,这种做法也独具特色。 《孝义年鉴(2020)》依
然采用传统记述方法,特载市委和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开篇,虽然不能说这种传统记述方法

便是错误的,但特载或专辑后的“市情概览”中还会记述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内容,由于

相关材料都是从党委和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提炼而来,显得有些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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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年鉴(2020)》,第 192 页。



四、封面设计浓缩地域特色

封面是一部地方综合年鉴的门面。 拥有与众不同的封面设计立意,便能通过视觉上

的第一印象,让读者产生想要翻阅的欲望。 所以,设计一版能够高度浓缩地域特色的封面

尤为重要,而且这种属于自己的特色风格也应当长期保持。
通常,精品年鉴的封面图案设计都很简洁、淡雅,寥寥数笔便将地方特色文化融入其

中。 4 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封面除了图案设计简洁外,还多采用凹凸压印工艺。 例如,《连
云港年鉴(2019)》封面所设计的图案是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的标志,充分浓缩一个港口

城市的历史人文精华,地域特色浓郁。 《长沙年鉴(2020)》的封面图案选择的是古城城楼

天心阁,属长沙市重要名胜之一,同样具有地域特色。 《孝义年鉴(2020)》的做法又有不

同,直接压印出“孝义”二字,让人不禁联想到该市推崇的“忠孝节义、行孝重义”文化。 相

较上述 3 部年鉴而言,《北京朝阳年鉴(2020)》压印于封面的图案是结合政区图来设计,较
为简洁,也能一定程度上引发读者的联想,但在传递编纂者的设计立意上,引起读者共鸣

的效果相对要弱一些。 当然,精美的装帧也需要经济条件作为支撑。 《东方年鉴》在封面

设计思路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坚持走“中国黎锦之乡”的民族特色之路,每年在封面

上保留黎族大力神图腾和甘工鸟图腾。 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进一步实施更改封面设计

的计划也面临压力。

五、结　 语

能否彰显地域特色是衡量一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年鉴编纂过程

中应予以更多关注。 通过品读 4 部中国精品年鉴,感受其与时俱进的编纂理念,遵守年鉴

编纂的有关规范,体现年鉴特色与可读性的具体做法,特别是其通过框架设计、卷首专题

图片、内容记述、封面设计等多方面的实践创新来突出地域特色,为打造地域特色浓郁的

高品质年鉴提供借鉴。 要将突出年鉴地域特色的理念融入年鉴编纂全过程,充分考虑其

地域的差异性、特殊性,了解地情、分析地情,并结合年度重点工作,通过多种体裁与形式

展现地域独有的文化特质,打造响亮的地域文化名片。 要从发挥好年鉴存史、育人、资政

功能的角度认识突出年鉴地域特色的重要作用,一部饶有地域特色的地方综合年鉴既是

该地域各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又可作为开展爱党爱国爱家乡教育的重要教材,还
可为该地域文化、旅游等方面提供相关资料支撑。 综上所述,突出年鉴地域特色是一部高

品质年鉴的必备要素,要将这一理念融入年鉴编纂实践中,并在编纂年鉴的同时思考如何

发挥好年鉴的功能,如此不断创新实践,探索出更多能够体现年鉴地域特色的办法和途

径,不断提升年鉴编纂质量和水平,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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