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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 2011年6月 27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规范地方志的编篡、管理和开发利用，发挥地方志传承文明、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及地情文献。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地情文献，是指除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以外，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专门性资料文献。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地方志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

工作，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

(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三)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篡方案;

(四)组织编篡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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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征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

(六)组织整理旧志;

(七)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

(八)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九)培训"地方志编篡人员。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省地方志编篡总体工作规划。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地方志编篡总体工作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

方志工作规划，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贡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第六条地方志编墓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编墓人员应当街立专业岗位培训，

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并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地方志编墓人员应当忠于史实，据事直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

示编篡人员在地方志中作虚假记述。

第七条省编篡的地方志书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出版;设区的市编篡的地

方志书应当报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验收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出版;县(市、

区)编薯的地方志书应当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审查验收，

并经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核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从事乡(镇)志、村志编篡活动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

作的机构的指导;从事部门志、行业志、专门志编篡活动的，应当接受本级人民

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指导。

第八条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三级地方志书每二十年左右编修一

次。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按年度编辑出版。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向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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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其他组织征黠也方志资料，相关单位应当期共。

第十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有博物馆为地方志

编篡工作提供资料，不得收取费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地方志出版后应当向提供资料的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国有博物馆无偿

提供馆藏书。

第十一条地方志编塞过程中收集到的纸质资料、音像资料、电子文档、口

述资料、实物等，以及编篡过程中形成的地方志文稿，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

志工作的机构管理保存，不得损毁; 11辈志工作完成后，应当移交国家档案馆或者

方志馆管理保存。

第十二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

的地方志工作规划，参与地方志编篡，并接受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

构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按照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篡方案承担地方志编篡任务

的单位应当明确具体承担地方志编篡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保障经费和办公条件，

按时完成编篡任务。

第十三条编篡单位应当在地方志出版后三个月内向本级和上级人民政府负

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报送样书，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参与编篡的人员支付稿酬

或者报酬。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纳入本级人民政

府信息化建设规划。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建立地情信息库、地情网站，为社会提供咨询相

信息服务。

第十五条省、设区的市及有条件的县(市、区)应当建立方志馆，用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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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编11奎、征集、保存、展示、研究、开发利用，免费向公众开放。

第十六条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情文献及资料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七条城乡建设涉及古城、古迹利用和开发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征

求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意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提供相

应服务。

第十八条鼓励单位和个人向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或者方志馆捐赠地方志

文献资料和纪念性实物。对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纪念性实物，负责地方志

工作的机构或者方志馆应当向捐赠者颁发收藏纪念证书，并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丸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地方志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

及优秀地方志成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地方志编篡人员在地方志编篡中故意作虚假记述的，由其所在单

位给予处分;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地方志编篡人员在地方志中作虚假

记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承担编篡任务或者不按照规定完成编篡

任务的，由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督促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本级人民

政府责令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本条例自2011年7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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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创建南头红色堡垒村
郝海秀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省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

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了"晋西事变" (也叫十二月事变) ，血腥屠

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残酷摧毁抗日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霎肘，晋阳大地血

雨腥风，吕梁山下云遮雾障。地处晋绥边区八分区前哨的交城县，更是首当其

j中，受到阎匠的严重破坏。狐恒山北麓的南头村 往日是一片轰轰烈烈的抗日景

象，如今是死气沉沉，万马齐暗。乡亲们日夜忧虑不安，唉声叹气，难道抗日就

这样完了?难道就让日本鬼子任意宰割我们的妻儿老小?难道我们祖沮辈辈盖起

的房屋、开垦的土地，就让日本鬼子霸占?难道……?想着想着，人们流下了悲

愤的眼泪。拄着拐杖的老大爷、老大娘，抱着娃子的女人和年轻的后生经常聚在

一起，议论着时事。他们站在路旁，向来住的过路人打听共产党的消息。他们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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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历程·

首仰望高高的狐假山，心里在想:也许共产党还在，就在山里。说不定有一天就

下山来，给人民指路，领着南头村人民继续抗日……

群众盼党的领导，党也时刻关心着群众。为了发展抗日力量，打击顽固势

力，建立南头抗日堡垒村，党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工作。

1940年春的一天，交城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华国锋相县抗联干部

们，肩背背包来至IJ南头，找到村干部郝开裕、郝开财，宣传"晋西事变"后的抗

日战争形势，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共产党没有离开我们! " 

"抗日又有了主心骨! "南头村又充满了抗日激情。

华国锋住在南头以后，白天和乡亲们一起抉犁耕地，晚上找贫苦农民谈心，

调查南头的情况。要想把南头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开展抗日运动，首先得培养抗

日骨干。他发现村里很多青年人思想先进，抗日积极，就着手培养他们入党。在

山梁上、在土窑里，找他们个别谈话，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质、纲领和党

员的义务，讲解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他们分别由县委干部秘密地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当时，南头村人入党的有50名，参军的有27名。

一天夜里，华国锋召集南头群众开会。他热情洋啦地说"晋西事变"后，

蒋阎匡帮妄图以内战代替抗战。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方针，坚持抗

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团结一切抗日力

量，反对反共的顽固派，揭露阎锡山的阴谋，发展南头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天，村里的打谷场上挤满了人，你说我笑，气势昂扬。压在群众心底的对

日寇的满腔仇恨，火山似地爆发了。

华国峰身穿灰色棉衣，头戴八路军军帽，腰束棕红色皮带，站在打谷场的土

台上，通俗易懂地宣传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 ，公布了"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

乡亲们屏声静气地听着，一双双依赖的眼睛注视着这位县抗联的年轻领导干

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通过这位县抗联主任的宣传，一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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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像吕梁山涧的翩翩甘泉水，济挂了南头人们的心窝，化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春天的一个夜晚，华国锋在房东雷莲子大娘家，点起了麻油灯，召集村干部

和抗日积极分子开会。村干部向华国锋提出了怎样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工作，打击

日寇的问题。华国锋同志听了，笑着说"我来也正是为这件事。你们看，毛主

席阜有指示。"说着，他打开毛主席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认真念给

村干部们肝"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

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华国锋同志说按

毛主席说的意思，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基层党纽用时才财政卡，还有十分

重要的一条:组织人民武装，加强群众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的支柱，是根据地斗争的主要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根据地。"

一天，华国锋来到年巴四十开外的抗日积极分子张培环大婶家。张大婶出身

好，热心抗日，是妇救会主任的好人选。但她，总觉得自己不会说，不会道，没有文

化，挑不了这个头。华国锋就是来做她的思想工作的。她正在窑洞里纳鞋底。华国

锋上前和蔼地对她说"大婶，口自南头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村里要组织妇救会。我

们人民政府了解你，信得过你，你给村里的妇女们领个头吧! "张大婶听后，疑惑

地说"华主任，我的孩子都二十大几了，我还能干个甚!要说抗日，那不含糊。

可叫我给婆姨们领个头我可领不了。我没文化，又不会说……"华国锋耐心地给她

讲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妇女们要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积极参加抗日的道

理。张大婶听着听着，则象一股春风吹进了她的心里，觉得浑身是劲儿。她坚定地对

华国锋说"只要打鬼子，打顽固，却略上命也干。挑个头儿么，俺也试试。"

妇救会成立了。华国锋又忙着筹备建立儿童团。成立那天，他给孩子们讲了

话，发给每人一本抗日课本，一把大劈刀和一杆红摆枪。让他们白天站岗放哨，

晚上清查户口，打击日伪汉奸。华国锋还让儿童们搜集家家的煤烟作墨汁，刷写

标语

多少个月夜霜晨，多少个暑日寒天，华国锋不辞劳苦，串窑洞，进土屋，宣传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H良熬红了，脸消瘦了，这些抗日群众组织终于先后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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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历程·

从此，南头，这个山清水秀、地势险要的村庄发生了

深刻地变化。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看吧!农救会

会员在山坡上耕地，青救会会员背着大刀在打谷场练

操，妇救会会员在油灯下赶做军鞋，儿童团团员拿着华

国锋同志发给他们的大劈刀和红鲤枪，气昂昂地在村头

路边站岗放哨。路上走着送军棍、军鞋的群众，村头上

响着锣鼓和口号，青年们披红戴花去参加八路军、游击

队。南头一派欣欣向荣，有力地支握着抗日战争。

但是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根据地严重

威胁敌人，敌人千方百计破坏根据地。输红了暇的驻古

交日本鬼子嚎叫:据点五十里以内的村庄实行"维

持"派根源款出民侠;据点五十里以外的村庄实行杀

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日本鬼子经常出动飞

机对根据地狂轰滥炸，烧毁房屋，枪杀群众。在南头

村，因汉奸告密，有人被鬼子惨害了，鬼子还强迫群众

交棍、交款。这一带有名的汉奸"狼头五"扮做卖醋的

潜入村里，打探抗日根据地的情报……

在日寇对南头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的时

候，乡亲们望着被日本鬼子烧毁的房屋和杀害的亲人，

胸中怒火熊熊地燃烧。

华国锋说:我们要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坚

决不给敌人一粒根、一分钱、一棵草。南头革命根据地

的人民心是红的，骨头是硬的。敌人越猖狂，我们越要

坚持跟敌人斗。他停顿了一下，又有力地说:咱南头，

对日寇来说就应该成为"难斗" ! 

张大婶自从出来工作以来，样样工作抢在前，主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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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洗衣服务组"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给八路军伤病员洗衣服，

拆洗被褥，送鸡蛋白面，人们热情地称她拥军妈妈。她的两个儿子在前线英勇牺

牲，她把眼泪咽进肚里，把悲伤忍、在心里，工作更积极，更主动了。有这样的抗

日骨干，根据地的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

华国锋走出妇救会，来到街上，把群众召集在一起，指着被敌人洗劫后的村

庄，号召南头人民化仇恨为力量，向鬼子讨还这笔血债;号召大家向拥军妈妈学

习，挺起腰杆jj!~日本鬼子斗争到底。

在华国锋的具体指导下，南头人民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给敌人

送棍、送款、送民快，取得了反维持斗争的胜利。南头，对日本鬼子来说，真正

成了"难斗"。

南头根据地反"扫荡"的胜利，气得驻古交的日本鬼子咬牙切齿，跺足捶

胸。他们绞尽脑汁，想、出非常毒辣的一招，派出特务走狗四处放风:南头要是再

不给皇军"维持"几天之内，就要把南头化为一片废墟，抓住的人不管男女老

幼一律的砍头。

这时，汉奸也替鬼子帮腔，说只要肯当"皇军"的"良民"南头就太平无

事了。贫苦农民却说"维持鬼子是卖国作孽，咱们说甚也不干。"敌人没有

吓倒南头群众，就妄图用武力来摧毁这块红色堡垒村。有些胆小怕事的人找到村

干部，忧心忡伸地说"不维持怕不行吧。鬼子要是三天两头来，怎么受得

了。"每当这时，村干部郝开财坚毅地说"乡亲们!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犯下了

滔天罪行，咱们能忘了吗?现在有共产党，有八路军大部队在这一带活动，咱们

旧个甚!我们一定要记住华主任经常对咱们说的话，要把咱‘南头'真正变为

1佳斗'。不管敌人要什么花招，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决不维持敌人。眼下，

困难是暂时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 

华国锋了解到南头人民抗日意志坚定不移，就从高高的狐僵山的密林中又来

到南头。在闪亮的松明子灯下，华国锋紧紧握住村干部的手说"祝贺你们南头

人民反维持斗争的胜利。敌人下次又要来‘扫荡'了，怎么力?我看也好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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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有人有枪，敌人敢来，就一定消灭他。我们要搞好空室清野，加强民兵组

织，挖地道、暗窑。我们要把敌人放进来消灭。"

华国锋的话，就像在南头人民群众的心中点亮了一盏灯，心更明，眼更亮了。

第二天，全村男女民兵在村子的后山梁上动工挖地道。华国锋敞开上衣，手

抡概头，与乡亲们共同劳动，挖出了一条地道。地道，一个口子通村中，一个口

子通山上，有了情况，人和根食就可以得到很快转移。此外，华国锋还组织家家

户户挖暗窑，埋粮食;成立南头情报站，日夜监视敌人的活动。

八月的一天，天还不亮，日本鬼子和伪军又来南头"扫荡"妄想拔掉这根钉在

他心脏里的钢钉。华国锋旱己作好了安排，少部分民兵掩护群众从地道向山上转

移，大部分民兵配合分区部队埋伏在山头上。当敌人进入部队射击火力圈后，华国

锋命令部队和民兵们猛烈射击，一颗颗手榴弹飞向敌群。顿时，敌人大乱，丢盔

卸甲，东碰西撞，月!萌爹叫娘，死的死，伤的伤，有口气的侥幸溜回去了。这次战斗的

胜利打败了日本鬼子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从此南头红色堡垒村，威名传遍晋绥边

区。

南头军民经过浴血奋战，扭转了被动局面，震慑了日军，受到了晋绥八分区

的表扬。

从此以后，曰伪汉奸再也不敢轻易进犯南头。南头成了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民

主动出击敌人的根据地。 1942年以后，南头是中共交城县委、县政府，八分区

医院，三区区委，县立小学，县贸易局驻地。冀中警备旅部、交文支队等许多抗

日部队先后在南头驻扎。华国锋组织创建的南头抗日根据地，为民族解放事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在抗日战争中，走遍了交城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一条山路，

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华国锋的革命足迹;每一孔土窑，每一眼山洞，都回响着

华国锋的谆谆教诲。

华国锋创建的南头抗日根据地，成了晋绥八分区部队和交城县人民政府对敌

斗争的依托和中心，巍然挺立在抗日斗争的风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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