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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省，市档案局的布置和区史志办公室的要求，我们于1986年底开始编写“郑州市二

匕区档案志》，1987年3月第一次付印成书。1990年6月，郑州市档案局召开的档案志编写

工作会议上，省、市领导决定修改《郑州市二七区档案志》，省领导共提出了具体修改意

见，我们于7月份开始修改，11月定稿，12月付印成书。

《中华人民共和囤档案法"舰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

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

各种文字、幽丧、声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记载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

教训以及心想发展过程，是知识宝库之一。档案是原始记录，是没有经过第2手加工的原始

信息库，是ijf以收集、整理、存贮、传递、检索、交换和利用的信息，是以不同形式用不同

手段固定在不同载体一I-的信息，其中声象档案还是可以从视昕上重现历史原貌的信息。所以档

案是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征泽民同志1987年8月27日视察上海市档案局时说，“党中

央，国务院前年就指出， ‘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是党和国家

各项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环节”， “档案工作是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社会主

义事业离不开继承和借鉴，因而离不开历史性信息，也就离不开档案和档案工作，档案事业

随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发腱，是勿庸置疑的，且已为建圈以来的事实所证明。写好

“郑州市二七区档案志》，对于总结二i!__=区的档案￡作，更好地发展全区档案事业，从丽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非常必娑的。这也是修改《郑州市二七区档案志≯的出发点。

修改后的“郑卅I市二七区档案志与原志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

有；一是都职材于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和有关部『J、单位提供的文字材料，个别地方采用了经

过印证的老同志的回忆。照片有一部分是修志期问的实地拍摄。二是结构上均以章节结构

而成，横排纵述，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说|j11。同时叙述的详略也相同：简述了1956年到

9S8年的情况，较详的记述了五十年代束到六十年代1|：{J的情况，重点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束的情况，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的情况。三是均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必项雉奉原则．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求实存真，如实地反映二乙区建国以来档案事业的面貌，以期“继承历史，反映现

实，服务四化，有利后代”。修改后的“郑州I诃二七区档粟志》与原志不同之处有：一是

时间断限上，前曾下限为1990年，后者为1986年。二是在内容上，前者在机构沿革一章中删除了

《职能与任务》一节F在机关档案A-ff；一章【p，将原，占笫⋯节的Ⅸ建立与发腱》改为“文书

档案》、同时本章lp“科技档案b、《专门档案》两节中增JjⅡ1987年到1990年的新内容，档

案涫工作一章中，修改后的《郑州市二t：区档案志》将原志中《溉况》、《档案馆建设》两

节、改写为K接收和葺圊"、《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陌节，也充实J’内容，原志L}|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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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干部队伍建设》在修改后的志中被纳入了“档案事业管理》～章。最后，修改后的档案志

把《概述*列出章节独立出来放到书前，把《二七区档案工作大事记*由原志的书后放到书

前，把原志中书后的附录也改放到每个章节之后。这样变动的目的，是使《郑州市二七区档

案志》更符合志书的体例，也更便于读者阅读。

《郑州市二七区档案志》在修改过程中，得到省、市档案局领导的支持和指导，省局那

玉宝同志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对原志进行了详细审阅。在修改工作中还得到区属各部门、

各单位的支持和协助特在此再一并鸣谢。

由于资料缺乏，水平有限，时间伧促，有不当之处，敬希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199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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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档案工作大事记

一九五六年

秋 区委派李敏昭同志参加省、市档案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回区在区委办公室领导下整

理建国以来积存的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开始建立了二七区档案工作。

6月 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于7日至8日召开档案：c作会议。参加人员右局、委、

处，各区人民委员会及市银行、合作社等单位的档案人员，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磊《主任作了当

前档案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到会人员学习和讨论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

决定，人民日报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社论，国家档案局“关于目前档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

安排的报告”，各单位联系实际，检查了本单位的档案工作情况。

(郑州市档案工作大事记1948—1985年送审稿)

7月3日 市委办公室召开党群系统第二次文书档案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部

委，党委、区委群团办公室主任及文书裆案工作人员共七十余人，市委秘书长苗青作了重要

讲话，市委办公室主任何周传达了省委第二次文书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并结合本

市情况对今后的文书、档案工作作了布置。

(郑州市档案工作大事记1948—1985年送审稿)

一九五八年

11月 中共郑州市委、市人委于17日至21日在德化街礼堂联合举办档案资料展览评比

会议，出赢会议的有国家档案局郝化村善l局长、巾央直属机关主管档案工作的负责同志和省委

苗化铭副秘书长、省人委办公厅张子英副主任、省直机关主管档案工作的负责同志，湖南，

湖北、广东、广西，陕西、山西、北京等六省一市和本省各专、市、县的代表及郑州市和郊

区各乡、各单位办公室主任、秘帮和具休管档案工作的人员共840人。展览会共21馆，展出

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等资料39000件。其中郑州市郊区馆有3700余件，被国家档案局郝副局

长赞为“万宝库”。郑，l{市砂轮厂、纺织机械厂、吉荥公社被评为郑州市红旗单位。

(郑州市档案工作大事记1948—1985年送审稿)

11月17日至21日 二七区委档案室参加了省、市委在德化街礼堂举办的档案资科展览

评比会议，展出两个馆，主要内容是二七区档案工作情况和宣传档案工作露要意义，如何作

好档案工作。

一九五九年

3月18日 中共二七区委办公室、二七区人民公社办公室联合转发省委，省人委办公

厅和市委、市人委办公室《关于收集资料的通知》，收集各战线发展史，发明创造，经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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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稀‘藏资荆，党览，战史，强．毗一l：机荧、火专院校、，二厂矿等沿变兜、器种杏，水义地

理、名胜古迹、土特产一吼、风二}：人。啮，动、植物研究资料，全省性英模、代表人物传记事迹

和著作，古代、近代和1日政权、敌伪时期各种资料和方志等。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2号卷)

4月4日 区委办公室主任签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公社1959年档案工作规划》，

贯彻中央“档案工作应该以多快好省地开展档案资料利用为纲”，提出在上半年内区属各单

位普遍建立党政工团联合档案室，实行党政工团档案统一管理，分别保管，技术档案资料较

多盼单位建立按术档案资料壹，迅速建立文书处理和裆案管理制度，在区设立技术资料情报

中心站。

同日 ；h0发《关于开展技术资料情报工作方案(草稿)》，区建立技术档案资料情报

综合中心站，设在区档案室，各系统建立分站，设在各郝，分站下设若干小组或情报员。中

心站和分站的任务： (1)负责技术档案资料情报的交流工作。 (2)负责收集和掌握各单

位的档案资料目录、索引、决报、汇编等，进行宣传报导。(3)向上级情报组织报告本区

(本系统)技术档案资料情报等。情报小组和情报员的任务； (1)收集和掌握本单位和有

关单位的技术资料和情报，提供领导人和本单位使用，并经常向领导和广大群众宣传和介绍

技术档案资科； (2)向上级情报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作技术档案资料情况的报告，并选送

具有广泛参考价值和通用性资料。

关于开展技术档案资料情报：r作制度有；规定了交流范围，交流方法、交流制度及保

制度。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l号卷)

5月12日 二七区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二七区人民公社办公室在《关于贯彻省，市

档案资料工作经验交流会和进一步开展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决定公社建立联合档案室、办

公地点设在区委，受党委办公室和社委办公室直接领导。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2号卷)

5月16日 二七公社党委组织部根据公社党委决定通知。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建础兼

任区档案{￡理科科疑。

(区委长期1959年72号卷)

8月11日 区联合档案室在“二七区档案工作检查评比情况报告》中统计，全区104

个单位中有76个单位调整了档案人员，全区配备了档案干部104人，设立档案专柜104个，加

工整理了案卷3000余个，评出了14个先进单位。

(区档寨科}乇期1959年l号卷)

9月4日 中共郑州市二七区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室通知； “根据省委关于贯彻执行

《中央、省委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精神，为加强对档案工作的管理和领导，

经区委研究决定，成立区档案管理科，区档案管理科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统一管理党

政档案资料工作，机构设于党委，前巳开始办公”。并同文通知刻制“郑州市二七区档案管

理科”木质印章一枚，“从九月六日起启用”。

(区档案科长期i959年1号卷)

lo月22日 区档案管理科制订“关于机关文二咎处理和挡案资剁(工作)实施办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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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规定了文书处理八项任务和立卷归档的制度、要求。规定了文书处理的基本原则

是，及时、准确，反对积压和紊乱，反对文牍主义。规定了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

管理机关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机关工作，反对分散保存。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l号卷)

lo月 区档案科制订区人民委员会档案资料保管期限表200条，保管期限分永久，

十五年、十年，五年，三年五种。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1号卷)

12月4日 区档案科制订《关于评比先进档案资料室的意见》，成立评比委员会，下

设评比小组，被评为区红旗单位者授于红旗一面，被评为先进单位者授奖状。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l号卷)

12月6日 区挡案科在《关于大抓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决定由区委办公室主任和各

协作组长组成档案签定委员会，抽调_卜个干部组成突击组，日夜加-丁，整理，鉴定了1300余

个案卷，迎接全市档案工作大评比。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2号卷)

12B 1813 区档案科总结全年工作有五项成绩： (1)提供利用档案资料38万件为中

心工作服务。(2)突击整理了历年积存的文件材料。 (3)提前半年建立了档案室，档案

柜125个。(4)全区有21个档案专职干部，1011个兼职干部。其中80佘人参加了省、市组

织的业务学习。(5)接收了23个单位5个年度的案卷675个。区档案室对1300个案卷进行

了加工整理和举定编目工作。

(区档案科长期1959年2号卷) ‘．

一九六。年

1月5日 二七区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向公社各总支支部发出《关于配备档案员的通

知》，要求档案员的条件是； “1政治上绝对可靠，必须是党团员，有支部干搴或人事干部

的单位，最好是由干事兼任起来，⋯⋯档案人员一般不要轻易调动。2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

程度。3热爱档案工作。”

(二七区人民公社党委定期1960年83号卷)

2月13日 区档案科制订“郑州市二七区档案管理科一九六0年档案工作意见》，提

出以下任务、(1)建立健全文书档案与技术档案归档制度， (2)大力地有讲。划地开展利

用工作。(3)进一步提高机关档案室的管理水jF。(4)建立正规的统计检查工作。

(5)加强与文书部门的协作。 (6)为完成上述任务，要加强党的领导，大走群众路线，

培训干部，开展互相学习、评比检查活动。

(二七区人民公社党委定期1960年83号卷)

3月1日 区档案科在三、四月份工作要点中提出区直各部门文书处理要正规化、制

度化，----B底前完成全区所有工厂的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的区分和鉴定工作，三月中旬在全

区建立大事记和卡片。

(二七公社党委定期卷1960年83号卷)

3月20日 区档案科在贯彻省档案工作意见中提出三结合的办法建立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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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重视。 (2)工人发明创造。 (3)技术人员迅速绘图，并要求革新～顶总结一

项，革新成功，技术材料形成，并及时归档。

(二七公社党委定期卷1960年83号卷)

5月5日 中共郑州市委组织部总号(60)17号文通知“人民公社党委设档案处”。
、 (区委永久卷1960年145号)

8月17日 中共二七人民公社党委和二七人民公社《关于编制定案通知*中，通知公

社党委档案处定编2人。

(区委永久1960年第121号卷)

10月31目 区里自办的第四期档案干部短训班开课。

(公社党委定期1960年82号卷)

11月7目 为了交流经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迎接1960年档案工作大检查评比，

市档案管理处在二七人民公社召开档案工作现场会议，公社档案科在会上作了档案工作情况

报告，其中第二部分中记有：选编了107篇参考资料，编辑了《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方

针、经验》， 《关于劳动竞赛的经验》，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方针、指示，经验》等

七种参考资料。第三部分巾说办了四期档案人员训练班，培训T26人。方法是能者为师，共

同研究和提高。培训巾用6一一7天时间进行实践训练。

(二乙区公社党委定期1960年82号卷)

11月7日、 公_i±党委办公宣制订“关于机关档案材料保管期限表(草稿)47条》。

(二：已公弛党委定期1960年83号卷)

11月16日 公社党委档案处发出“关子集l}1和上交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的通知》，收

集“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党和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军队和其他革命群众

团体及革命活动家等，在革命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实物等。

(二七公北党委定期1960年83号巷)

12月29日 区委组织部统计，区委办公室编制专职档案员一名。

(二七区委永久1961年22号卷)

一九六一年

1月5日 档案科在总结1960年工作巾统计，企公社140个单位中的81个单位有档案

20个，档案柜165个，案卷8552个，专职档案人员11人，兼职70人，其中党员62人，团员19

人。档案科有档案室2间，档案柜9个，档案2029卷，资料2500本，报纸172本。编制2人。

(二七公社党委定期1960年83号卷)

10月29日 区委组织部“干部情况统计丧*统计，区委办公室设专职档案员一名。

(二t区委永久1961年23号卷)

一九六=年

2月17曰

9月7日

·4·

区委组织部匍订的干部登记表[p有区委办公室档案员～名。

(二七区委永久1962年66号卷)

区委组织部制订的行政人员登记表巾已没有专职档案jJjj。

(二。匕区委永久1962年66号卷)



管。

一九六露卑

2月16日 区委组织部的编制意见中，区委，区政府的档案工作均由办公室内勤兼

(二七区永久1964年137号卷)

一九六五年

1月5日 中共二七区委办公室和二七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订《关于文书处

理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

(二七区档案科长期1965年9号卷)

一九六六年

1月 区委办公室总结文书档案鉴定工作说：鉴定工作于1965年10月底结束，鉴

定了1949年以后的全部案卷4066个，销毁2225个，新增加案卷234个，现有寨卷2075个。

鉴定工作具体作法是； (1)集中人力，集中思想，集中时间和地点打歼延战。 (2)

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掌握方法。(3)选择时间较近，情况了解的全宗和案卷先行试点。

(4)分工负责，有人把关(重点是立挡肇位自身形成的案卷．表久卷和销毁卷>，统一标

准。(5)除专门人员鉴定案卷文件价值外，其余重新组卷、拟写标题、装订，登记目录等

工作组织各部门进行o (6)鉴定工作与清理零散文件结合起来。

(--七区档案室长期卷1980年16号>

一九七九年

5月5日 区委办公室在档案工作恢复整顿基础上， 制定了立卷归档、档案资料保

管、档案资料利用和借阅、档宾工作的保密、档案鉴定与销毁等制度，同时制订了《郑州市

二七区文书档案材料保管期限表》Z7条，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定期三种。

(二七区委办公室长期1979年卷10号)

12月 二七区委档案室被评为市的先进单位，出席12月2sB市档案局召开的表先会．

(区委办公室长期卷1979年ll号)

一九j、o年

3月 区委办公室作《关于档案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主要内容有； (1)室藏文

书档案17a3卷，其中“文革”前的有12．06卷，“文革”后鲍有477卷。有库房两俩， 阅I览室

两间，档案室与机要室合署办公。(2)制订了七硬制度，实现了·c五有”、 “五无”、

“一坚持”，即有人管、有设备、有制度、有领导分管，有档案富，无积存、无丢失、无损

坏、霉变、无虫蛀鼠咬、无失泄密，差错事故’坚持文书处理部门或业务部门立卷，集中统

一管理党政档案的制度。 (3)清理TIO多年的积存文件70837分，立卷265个。 (4)一九

七九年三月刭十二月为40多个单位和部门提供烈甩档案材戡42d卷(件)。
(区档案室长期1979年lO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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