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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吉林印迹》编委会

主  任   薛   云

副 主任   程国茹   崔永河   杨  川   穆占一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岚    王  放   冯晓忠           朱  力

         刘   敏   刘唯芝   孙金凤   李  峰

         李朝晖   杨俊卿    陈若军   赵志刚
   
         赵晓明

主  编   薛   云     杨  川

副主编   杨俊卿   安德喜

编  辑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梅   王红艳   孙  青    张永珍

摄  影   朱   光

    与档案工作接触愈久，愈为档案和档案馆平凡外表下的深厚文化积淀所吸引。档案是人们在各种

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其凭证价值、参考作用在各种文献中居于首位。通过档案，钩沉索引，稽古探

微，可以洞悉历史的真实面貌；通过档案，以史为戒，鉴往知来，可以为现实提供最为可靠的借鉴参考。

吉林省档案馆，是永久保管档案资料的基地，馆藏上百万卷册档案资料，承载了清中晚期以来吉林省的

发展印迹。这些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现实查考和科学研究价值。其中日本关

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强征和奴役劳工档案等，已成为记录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反映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潭秋和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魏拯民、周保中等人革命活动的档案，是研究中

共党史、抗日联军史、解放战争史的珍贵资料。

    五十载沧桑巨变，五十年春华秋实。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省档案馆开启故纸的尘封，褪下神秘的面纱，以丰富的馆藏资源、规范的档案管理、热情的接待服务，

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省档案馆与省档案局合并后，在继续履行档案保

管利用职能的同时，积极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职能，切实加强全省档案事业宏观管理。坚持依法治

档，强化监督指导，扩大档案宣传，实施科教兴档，推动全省农业农村档案工作、企业档案工作、建设项

目档案工作、机关档案工作蓬勃开展。

   《承载吉林印迹》中详尽的文字、生动的图片，再现了省档案局（馆）五十年的拼搏奋斗和艰苦创

业；再现了党委、政府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再现了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事业倾注的忠诚和奉献。

五十年历程再次印证：档案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生命线；必须坚

持把全面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作为完善档案工作管理体制的核心；必须坚

持把全面加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服务机制创新作为激发

档案工作活力的关键；必须坚持把推进档案科教作为振兴档案事业的途径；必须坚持把依法管理作为

发展档案事业的保障，不断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

    时光荏苒，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展望未来，档案工作任重道远，大有可为。衷心地祝愿全省各级档案

部门，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和

档案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作用，实现科学发展，

为加快吉林振兴、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再立新功！

PREFACE【序言】

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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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作、农业农村档案工作、机关、科技事业档案工作，在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1997年，省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一级档案馆。2006年，荣获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单位称号，

曾两次受到省政府嘉奖。2009年，被评为全国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先进单位。

    省档案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得益于档案工作者的辛勤耕耘

和无私奉献。档案工作者甘为人梯、吃苦耐劳、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忠于职守、奋发向上、百折不挠

的敬业情怀；无私忘我、孜孜以求、廉洁自律的奉献精神，将永载吉林省档案事业的光荣史册。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5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推进发展。服务大

局，着力构建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全面履行

“两种职能”，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必须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不断提高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机

制，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必须强化主体，积极发挥档案社会服务功能，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瞄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组织开展更多有吸引力的档案文化活动，开发制作更多有品

位的档案文化产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

硬、纪律严、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高素质档案干部队伍。

    档案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美好前景催人奋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围绕“服务大局、关注民生、推进发展”主题，加快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和档案利用体系

建设，在提高档案工作服务科学发展水平的同时促进档案事业自身科学发展，全面开创档案工作新

局面，谱写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今年，是吉林省档案馆成立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省档案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已经发展成为全省档案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现行文件利用

中心和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场所。跨入新世纪，省档案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

拓创新，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社会服务功能明显提升，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顾50年的历史，省档案馆发生了巨大变化。建馆初期，省档案馆内设两个科室，编制13人。现

在，馆(局)内设13个处室，编制122人。现有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占94%；中高级职称占36%。到2008

年底，馆藏档案资料已达102万卷(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25倍。一个馆藏丰富、门类齐全、结构

合理、管理科学，具有吉林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初步形成。档案开发利用成效显著。1988年以

来，已向社会开放档案46万卷。改革开放以来，接待查档利用者7.4万人次，提供档案资料65.5万卷

(册)。编辑出版档案史料汇编38种、247册，6700万字；编辑印发档案参考资料50种、88册，998万字；

联合拍摄电视专题片10余部。1998年7月，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

被团省委批准为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基础设施不断完善。1988年5月，省档案馆新

楼投入使用，先后配置监控、消防、调温系统，引进电子计算机、扫描仪等先进设备，档案管理基本

实现现代化。今年3月，省政府决定将吉林日报社原办公楼改造为省档案馆，一个功能完备、设施先

进、贴近民生、服务优良的新型档案馆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档案信息化加速推进。《吉林省档案信息

化建设“十一五”规划》，列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建设专项规划。省档案馆已建立起

157万条的档案目录数据库，基本具备网上查询功能。档案行政管理逐步加强。1994年机构改革后，

省档案局（馆）同时履行全省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保管利用两种职能。在档案宏观管理方面，认真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吉林省档案条例》、《吉林省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等法规，

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查处档案违法案件，努力营造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档案事业的社会环境。企业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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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吉林省档案馆成立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省档案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已经发展成为全省档案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现行文件利用

中心和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场所。跨入新世纪，省档案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

拓创新，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社会服务功能明显提升，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顾50年的历史，省档案馆发生了巨大变化。建馆初期，省档案馆内设两个科室，编制13人。现

在，馆(局)内设13个处室，编制122人。现有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占94%；中高级职称占36%。到2008

年底，馆藏档案资料已达102万卷(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25倍。一个馆藏丰富、门类齐全、结构

合理、管理科学，具有吉林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初步形成。档案开发利用成效显著。1988年以

来，已向社会开放档案46万卷。改革开放以来，接待查档利用者7.4万人次，提供档案资料65.5万卷

(册)。编辑出版档案史料汇编38种、247册，6700万字；编辑印发档案参考资料50种、88册，998万字；

联合拍摄电视专题片10余部。1998年7月，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

被团省委批准为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基础设施不断完善。1988年5月，省档案馆新

楼投入使用，先后配置监控、消防、调温系统，引进电子计算机、扫描仪等先进设备，档案管理基本

实现现代化。今年3月，省政府决定将吉林日报社原办公楼改造为省档案馆，一个功能完备、设施先

进、贴近民生、服务优良的新型档案馆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档案信息化加速推进。《吉林省档案信息

化建设“十一五”规划》，列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建设专项规划。省档案馆已建立起

157万条的档案目录数据库，基本具备网上查询功能。档案行政管理逐步加强。1994年机构改革后，

省档案局（馆）同时履行全省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保管利用两种职能。在档案宏观管理方面，认真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吉林省档案条例》、《吉林省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等法规，

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查处档案违法案件，努力营造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档案事业的社会环境。企业档

BOOK HEAD  LANGUAGE【卷首语】

吉林省档案局局长、吉林省档案馆馆长 薛 云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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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ilin Imprint story
承载吉林印迹

Leading Care
领导关怀 13

    1988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吉林省档案馆题写馆名。     199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省档案局（馆）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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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吉林省档案馆题写馆名。     199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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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吉林印迹

Leading Care
领导关怀 15

    1989年11月，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张凤岐为省档案

馆建馆30周年题词。

    1989年12月，原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为

省档案馆建馆30周年题词。

    1989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霍明光为省档

案馆建馆30周年题词。

    1989年12月，省政协主席刘云沼为省档案馆建馆30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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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11月21日，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为省档案

馆建馆30周年题词。

    1989年11月27日，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为省档案馆建馆30周年题词。

    2007年2月26日，省委书记王珉对档案工作的批示。

    2007年12月，由省档案局（馆）主办的《百年记忆—吉林档案珍藏展》在省博物院开幕。省长韩长赋为展览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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