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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将《江苏年鉴》打造成国内有影响的精品年鉴的同时，也取得了不凡的学术成就。
他近年撰写的这60多篇论文、讲稿，内容涉及年鉴基本理论、年鉴总体设计、年鉴编纂规范、年鉴编
纂出版环境条件、年鉴史、志鉴关系、年鉴人修养等广阔领域。
我们从中不但可以见到他几年来主编《江苏年鉴》的心路历程和他承担如此重任时发自内心的崇高使
命感、责任感，而且可以见到他深厚的学术功力、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从实际出发提高年鉴编纂出
版质量的苦苦思索和不懈努力。
2004年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江苏年鉴》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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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亚光，安徽歙县人，1959年8月生。
历史学硕士，研究员。
现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省志编纂指导处处长。
1985年至1994年从事史学研究，出版《唐代对外开放初探》专著1部、合著《南京经济史》等3部，发
表《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唐代外事机构论考》等史学论文30多篇。
1994年开始从事年鉴编纂工作，2000年12月担任江苏年鉴杂志社副社长、《江苏年鉴》主编。
从1994年以来，发表《论年鉴的科学发展》等文章、论文约50篇，为省内外志鉴培训班授课20余场（
次），为省内30多种年鉴审稿。
先后担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副秘书长、省级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
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年鉴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地方志学会顾问。
是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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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不断增强纵向使命感与横向责任感（代前言） 第一部分 论文 总论 谈谈年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试论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年鉴事业 打造品牌年鉴要紧紧抓住“三点”——兼论年鉴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年鉴
编纂工作应坚持“三要三不要”——第三届全国年鉴 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江苏地方年鉴获奖情况点评 
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年鉴的科学发展 创新 年鉴的发展贵在创新 与时俱进
编年鉴 围绕创新谋发展 谈谈年鉴的创新与个性化发展 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地方综
合年鉴文稿写作述要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的“特色文化战略”——兼论年鉴编纂如何适应文化大省建
设的需要 透视江苏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年鉴现象” 框架 年鉴应根据“十五”计划纲要调整框架结构 
关于年鉴框架结构设计的几个问题 年鉴框架结构设计要处理好规范化与个性化的关系 论省级综合年
鉴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从《江苏年鉴》的框架结构谈起 “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年鉴框架结构——
对新版《江苏年鉴》构架的思考 谈谈年鉴特载（特辑）的策划与设计 编纂 努力构筑文化底蕴与时代
精神交相辉映的平台——兼论年鉴编纂的使命与责任 用“三创”精神激活修志编鉴 经营管理年鉴要
“六放” 当好年鉴主编要“六争先” 从编校实践看年鉴人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论年鉴人的全面发展 谈
谈年鉴的读者、卖点与定位 志鉴 论续志与编鉴工作的协调发展 谈谈续志与编鉴衔接中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 修志编鉴：既要有章可循更要有法可依 修志编鉴 齐抓共进——研读《地方志工作条例》 二轮修
志要充分借鉴、利用好年鉴 年鉴史 对江苏早期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略述年鉴编纂出版在
江苏的复苏与发展 第二部分 讲（话）稿 规范体例 提高质量 2001年《江苏年鉴》工作情况汇报 群策群
力 共同打造《江苏年鉴》 《江苏年鉴》（2005）组稿大纲修改的原则、依据与要求优化结构 提高质
量——《江苏年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舞台与桥梁——贺中国年鉴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 框架设计的
规范与创新——对年鉴评奖方案的解读与认识 从省第四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看南京区县年鉴 年鉴
基础知识与专业部门年鉴的编纂 年鉴条目编写 年鉴主编与框架设计 年鉴与二轮志书的编纂 年鉴与年
鉴编纂 第三部分 点评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贺《靖江年鉴》创刊 博采众长 后来居上——《栖霞年鉴
》（2003年卷）赏析 《雨花年鉴》（2005）读后感  地方专业年鉴中的佼佼者——祝贺《南京卫生年鉴
》创刊二十周年 嬗变与回归——从《江阴年鉴》（2008）说起  《无锡年鉴》（2004、2005）点评 《镇
江年鉴》（2003、2004、2005）点评  《泰州年鉴》（2006）审稿意见  《兴化年鉴》（2003）审稿意见 
《兴化年鉴》（2005）审稿意见  《泰兴年鉴》（2004）审稿意见  《六合年鉴》（2005）审稿意见  《
丹阳年鉴》（2005）审稿意见  《秦淮年鉴》（2005）审稿意见  《鼓楼年鉴》（2006）审稿意见  《江
宁年鉴》（2007）审稿意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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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把握规律性是年鉴文稿写作的核心。
年鉴既要忠实地记录并展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还要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要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记录好、宣传好其发展经济社会的决策、思路及措施，
同时还要记录好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做法及取得的业绩，“做到既
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年鉴更好地发挥服务领导、服务
大众的功能。
 3.富于创造性是年鉴文稿写作的要务。
年鉴文稿的写作要富于创造性，一方面是就文稿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则是指年鉴条目的形式。
从内容来说，文稿要及时地记载并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在发展经济社会中进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
创新的思路、创新的举措得到充分展现。
从表述的形式来说，则应该拓展年鉴条目的种类与外延。
除了综合性条目与单一性条目（又称特色条目或专题条目）之外，可以以增加“图片条目”（其表述
形式既可以是文配图，也可以是图附文，还可以是曲线图、示意图），以增大年鉴的信息量，为年鉴
内容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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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年鉴编纂文论》获中国年鉴奖暨综合特等奖，喜报传来，令人振奋，鼓舞人心。
《年鉴编纂文论》主编在与同事们分享喜悦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使命与责任。
使命不是现时的而是纵向的，责任不是单一的而是横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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