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档案部门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为统领， 全面贯彻国家档案局加快 “三个 体

系” 建设和实现档案馆 “五位一体” 功能的发 展战

略， 主动融入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 “以服务 促业

务、 用作为换支持”， 在服务科学发展、 服务群众需

求中努力推动档案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成绩斐

然、 变化喜人。

根本之变： 观念转向 服务为先

2008 年 5 月 14 日， 汶川大地震后第三天。 四川

省档案局把 加班加点编撰的 《四川强震灾害档案实

录》 送到省抗震救灾指挥部；

5 月 15 日， 为了帮助救灾部队了解灾区情况， 省

档案局给成都军区及时提供了十几个极重灾区县的相

关资料；

5 月 18 日， 省档案局三名同志奉命到指挥部帮助

工作；

5 月 19 日， 震后刚一周。 指挥部收到省档案局送

来唐山大地震、 丽江大地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档案 资

料；

灾区档案部门全力以赴开展抢险 救 灾、 保 护 档

案、 收集地震资料、 服务恢复重建……

四川省委常委、 副省长钟勉同志称赞： 在特殊困

难情况下， 档案干部职工是一支勇于担当、 能打硬仗

的队伍， 是一支讲大局、 讲付出、 默默奉献的队伍。

褒奖来之不易， 正是对档案部 门 近 年 来 解 放 思

想， 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主动作为、 不断创新图变

的充分肯定！

“十一五” 期间， 四川档案部门牢固树立 “大档

案、 大服务” 意识， 始终以 “提升档案工作公共服务

能力和水平” 为着力点， 不断拓展档案工作的新 空

间， 推动事业加快发展。

“十一五” 期间， 四川积极应对汶川地震灾害和

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 省委提出 “加快建设灾后

美好新家园， 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的战略部

署， 各类建设项目大量上马。 档案部门主动融入， 深

入开展项目档案指导服务， 全省对 289 个重大建设项

目进行了档案专项验收， 其中省档案局对 106 项省级

以上重大建设项目进行了档案专项验收。

2008 年 7 月， 四川制定 《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档

案管理办法》， 省政府同意由省档案局和省发改委、

杨冬权同志 （右二） 在钟勉同志 （左三） 陪同下参观 《加强安全体系建设， 加快档案事业发展》 展览

“十一五” 四川档案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高敬东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 成都 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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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委、 建设厅联合印发。 2010 年 6 月， 省档案局和省

发改委联合召开了全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会议，

对各级档案部门、 发改委、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

的职责进行明确。 10 月又在都江堰市召开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档案验收及移交工作会， 推广典型

经验， 安排部署档案验收及移交工作。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档案部门努力把档案

服务工作向农村、 向基层社区延伸。 省档案局先后与

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 《四川省城市社区 档案管理办

法》、 《四 川 省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档 案 管 理 办 法 》、

《四川省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管理办法》 等规

范性文件， 截止目前， 全省 4606 个乡镇中 3259 个达

到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要求， 达标率 70.8%； 48025

个 行 政 村 ， 已 建 立 档 案 工 作 的 44218 个 ， 建 档 率

92.1%； 全省 4620 个社区有 4228 个社区完成了建档

任务， 建档率达到 91.5%， 其中 738 个社区通过了档

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评审。

从 2008 年起， 四川连续几年把开展 “创建新农

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 （区） 和示范乡 （镇）” 试点

活 动 纳 入 对 各 市 （州） 档 案 工 作 的 目 标 考 核 内 容 。

2009 年， 国家林业局和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全国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工作会议， 总结、 推广四川开

展林权改革档案管理的工作经验。 2010 年 3 月， 省档

案局和省委农办在米易县联合召开了全省新农村建设

档案工作现场会， 总结推广 “三农” 档案工作经验，

把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新型合作医疗改革、 以土

地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关系广大农村群众长

远利益、 根本利益的档案资料切实收集好、 保管好、

利用好。

2009 年底， 省政府召开机构改革动员大会， 全省

政府机构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省档案局立即对政府机

构改革档案清理、 移交工作进行部署。 2010 年 1 月，

省档案局抽调力量提前介入， 对省政府 机构改革中

撤、 并单位档案的归属、 流向进行了调查摸底， 分别

提出处置方案。 目前省经委档案已顺利接收进馆， 省

信息产业厅、 中小企业管理局、 物价局等单位档案正

加紧整理。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档案部门切实加强查

阅场所建设， 积极开展网上预约、 节假日预约、 电话

信函代查、 送档上门等便民服务举措。 全省各级国家

档案馆接待利用者累计超过 180 万人 （次）， 提供档

案资料超过 500 万卷 （次） 分别比 “十五” 时期增长

14.8%和 26.3%。

在认真做好档案资料和政府公开信息查阅接待工

作的同时， 四川各级档案部门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开发

档案文化产品。 省档案局编辑 出 版 了 《改 革 开 放 三

十年重要档案文件 （四川卷）》、 《四川 解放档案文

献图册》， 与省委宣传部、 社科院等单位合作编辑出

版了 《辉煌六十 年———四 川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成 就 系 列

图册》； 成都市档案局出版了 《成都解放》 档案文献

选编， 录制了 《成都 搭档》、 《铁血青年远征抗战》

等电视专题片； 凉山 州档案局和电视台制作了 《典

藏凉山历史记 忆》 专题片； 今年， 甘孜州档案局为

建 州 六 十 年 献 礼， 编 印 出 版 了 《甘 孜 辉 煌 六 十 年 》

档案文献选编。

“以服务促业务” ———档案工作的价值得到了广

泛的社会认同， 使四川档案工作从 “死水微澜” 到

“风生水起”。

基础之变： 馆库建设 重新跨越

档案馆建设上， 四川一度走在前列： 1988 年， 在

全国率先建成 16900 平方米、 高 16 层的省档案馆大

楼， 当时号称 “亚州第一”； 从 “五五” 规划至 “八

五” 规划的 20 年多间， 四川建成档案馆 183 座， 达

到应建数的 90%。

孰料这种 “先行优势” 很 快 便 消 失 了： 一 是 从

“八五” 规划后期到 “十五” 规划期间， 省政府取消

了 “三级投资” 办法， 全省十多年几乎无新馆建设，

而其他省份却你追我赶， 连年报捷； 二是那些上世纪

七、 八十年代以低成本建成的档案馆大 多数面积狭

小、 设计标准低、 功能结构单一、 建筑质量差， 抗灾

害抗风险能力十分有限———在 汶 川 大 地 震 中， 全 省

118 个档案馆受损， 其中成为 D 级危房的 60 个。

“先行优势” 竟成了 “制约瓶颈”。 为缩小与发达

省市的差距， 实现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四川档案部

门抢抓一切机遇， 强力推动档案馆建设———2007 年，

全省投资 2179 万元， 完成了 15 个档案馆改、 扩建。

2008 年， 尽管遭遇汶川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双 重

冲击， 全省档案馆库建设仍然较快发展， 完 成投资

3075 万元， 建成 10 个档案馆， 总面积达 3.47 万平方

米。 2009 年， 除灾后重建项目外， 全省 11 个档案馆

竣工投入使用， 总面积近 4 万平方米， 遂宁市、 广安

市、 资阳市档案馆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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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 川 地 震 以 后 ， 四 川 42 个 档 案 馆 纳 入 国 务 院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其中 34 个重建

项目， 面积 15.58 万平方米， 计划投资 5.07 亿元。 到

今年底， 除绵阳市、 广元市、 汶川县、 青川县等少数

几个档案馆外， 灾后重建项目大部分可以主体竣工。

2009 年 8 月， 国家启动中西部地区县级档案馆建

设规划， 四川共 142 个档案馆纳 入 规 划， 需 要 新 建

41.8 万平方米， 其中由中央财政承担的工程建安费用

为概算为 7.94 亿元， 地方政府解决的土地和市政配

套等其他费用 1.38 亿元。 2010 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 6

亿元全 国 试 点， 其 中 四 川 5000 万 元， 选 择 了 16 个

县、 区档案馆启动首批建设试点。

此外， “十一五” 期间， 省政府划拨 1300 多万

专项经费， 支持省档案局对库房大楼和办公大楼进行

维修改造。 阿坝、 眉山、 乐山、 广安、 遂宁、 资阳、

雅安、 巴中等 8 个市 （州） 级档案馆都在 “十一五”

期间先后建成。 凉山州、 宜宾市、 南充市也在今年启

动了新档案馆建设。

“十一五” 期间新建的档案馆， 都严格执行 《档

案馆建设标准》 和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充分考

虑了档案馆 “五位一体” 功能需要和未来发展需要。

随着灾后重建项目陆续完成和中西部地区县级档案馆

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到 “十二五” 末， 四川绝大多数

档案馆可实现 “面积达标、 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 具

备档案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的目标， 事业

基础将 “脱胎换骨”。

可喜之变： 业务建设 协调发展

2009 年， 甘孜州档案局为了征集 6 份清代档案，

花费 50 万元。 就在这一年， 甘孜州开展 “档案资源

建设年” 活动， 全州新进馆档案 12 万卷， 超过之前

15 年接收档案总和。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档案部门依法加强接

收、 征集工作， 并根据各项事业的发展， 及时调整档

案接收、 征集范围， 全省馆藏量较快增长。 到 2009

年 底 ， 全 省 馆 藏 档 案 32610 个 全 宗 1868.8 万 多 卷 、

335.7 万余件， 比 2006 年末增加 586 个全宗 318.8 万

余卷、 244.4 万余件。

“十一五” 期间， 四川认真执行国家档案局 《关

于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共 完 成 22117 个 立 档 单 位 的 审 定 任 务 ， 审 定 率 达

97%。 2009 年和 2010 年， 省档案局连续两年把档案

资源建 设纳入了对各市 （州） 档案工作目标考核内

容， 各地依法加强到期应进馆档案接收工作的同时，

积极开展重大活动档案收集和各种珍贵档案、 特色档

案的征集工作， 逐步形成了结 构较为合理、 门类齐

全、 内容丰富、 具有四川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

2005 年，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四川省档案

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 全省各级档案部门深入开展

档案规范化管理， 共完成国家档案馆规范化评审 190

个 （含复查）， 建成率达 93.6%。 其中一级馆 40 个，

二级馆 94 个， 三级馆 56 个。 完成机关档案室规范化

评审 13061 个， 建成率达 90.3%。 同时， 2083 家国有

企业、 科技事业单位通过档案规范化管理等级认定。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加大投入加快重点档案抢

救步伐。 省档案局先后在宜宾、 自贡、 阆中等地召开

全省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会、 培训会， 制定了

《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暂行办法》、 《国家重

点档案抢救与保护经费补助办法》、 《重点档案抢救

修 裱 工 作 规 程》。 全 省 累 计 完 成 国 家 重 点 档 案 抢 救

91.8 万卷， 占应抢救数量的 47%。 汶川地震以后， 全

省共抢救被埋和转移处于危险库房的档案 110 万卷；

从废墟中挖出的 5 万多卷北川档案全部转移到省档案

学校抢救， 中央财政划拨 1000 万元专项经费， 使抢

救 修 复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 目 前 已 经 完 成 了 3.39 万 卷

428.13 万页修复和全文数字化扫描工作， 2010 年 10

月 28 日顺利通过了国家档案局和财政部组织的验收。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国家档案馆依托互联

网和四川省电子政务网， 基本完成 “三网一库” 和

省、 市、 县三级现行文件查阅中心建设、 国家档案目

录中心建设； 同时广泛开展馆藏档案数字化处理和政

府现行文件、 公开信息全文挂接等工作。 全省共录入

案卷目录数据 435.07 万条， 开放档案案卷目录 359.29

新落成的都江堰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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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档案馆珍藏 《1916 年蔡锷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饬文》

万条， 收集整理各级政府公开现行文件 20554 份。 全

省清代、 民国、 革命历史档案和建国后的档案目录数

据库、 专题档案数据库及重点档案数据库初步建成。

2010 年省政府安排 700 万元信息化专项经费支持省档

案馆完成中心机房 （数据库） 重建。

“十一五” 期间， 四川认真实施档案干部继续教

育规划， 全省档案干部在职培训 11316 人次， 其中，

培训市县两级新任局馆长近 200 人次。 投入 1801 万

元加强省档案学校基础建设，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在

校学生人数达 1300 多人。

“十一五” 期间， 《四川省档案系统信息数据异

地异质容灾备份策略研究》、 《北川地震受灾档案抢

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北川档案抢救科学化管

理研究》、 《基于 GIS 的区域工程图文档案异构信息

网络管理系统研究》、 《分布式数据软件调度系统研

究》、 《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研究》 等科技项目在国家 档案局申报立项。 10

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档案局和省科技厅奖励， 3 项获

得国家专利。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四川省电子文档

管理系统》， 被四川省党政网指定为全省各级综合档

案馆和机关使用的文档一体化管理软件。

“十一五” 期间， 四川不断改善档案安全保管条

件， 提高档案馆现代化管理水平。 目前， 全省市县两

级国家档案馆 81%以上使用了档案库房温度、 湿度和

防火防盗自动监控系统。 2007 年， 省财政投资 631.23

万元更新了省档案局馆消防系统。 省档案局连续 3 年

组织开展档案安全专项执法检查。 2010 年， 四川重

新修订了 《四川省国家档案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 省档案馆和甘肃省档案馆、 西藏自治

区档案馆分别签订了互建异地备份协议， 对重要档案

实行异地备份。

振奋之变： 发展环境 显著改善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党委、 政府更加重视

支持档案工作健康发展， 档案事业发展环境得到显著

改善。 省委书记刘奇葆对档案编研工作 提出具体要

求， 省长蒋巨峰同志连续两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

加强档案资源建设， 保障档案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常务副省长魏宏和省委常委、 副省长钟勉同志先

后分管档案工作， 亲自出席一年一度的档案工作会、

协调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具体困难。

“十一五” 期间， 四川把制订、 修订规范性文件

与加强档案法制宣传教育和规范行政执法工 作相结

合， 大力推进档案法制建设。 2007 年 1 月， 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 《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实

施办法》 修订案并公布实施。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2007 年和 2008 年连续两次对全省贯彻落实 《档案法》

情况安排检查和组织代表视察。 2010 年， 省政协副

主席曾清华率队， 对全省档案部门落实 “五五” 普法

规划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2006 年以来， 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四川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 省档案局联合有关

部门出台了 《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 管理办法》、

《四川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管理办法》、 《四川省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档案管理办法》、 《四川省高等学

校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四川省价格鉴定档案

管理办法》 等 10 余份规范性文件。 特别是 2010 年 3

月，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

一步加强档案工作的意见》，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四

川以省委、 省政府名义印发的第一份全面加强档案工

作的文件。

“十一五” 期间， 四川各级财政对档案事业的经

费投入超过 “九五”、 “十五” 十年总和。 仅省财政

划拨的重点档案抢救和设备设施购置经费就达 3000

万元。 2009 年， 省财政用于省档案馆功能改造的经

费近 2000 万元， 2010 年新增预算省档案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建设、 信息化平台建设专项经费 1200 万元。

“十一五” 期间， 尽管发生了罕见的汶川特大地

震， 是四川档案事业面临困难最大和挑战最多 的五

年， 但四川档案部门不畏困难、 勇于担当、 主动作

为， 不断赢得尊重和支持， 各项工作呈现了快速、 协

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顺利通过

国家档案局综合评估， 获得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综合

评估先进单位” 称号。

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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