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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i兄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湖北省档案局(馆)发展的历史，着重体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湖北省档案事业创建、发展、壮大的历程，力求突出湖北地方特色，真实反映档案工作

在为湖北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本志时限，上溯事业发端，即194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下限为2004年。部分章节内容截止

2002年，个别章节内容延至2005年初。

三、本志体例为综述历史、分陈现状，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以篇、章、节三个结构层次编排。共分

9篇28章97节。以志为主，辅以照片、图表和附录。全书共60余万字。

四、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求实存真，力求纪实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文

体采用语体文记述，坚持述而不作、叙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行文遵守志书编纂的有关规定，力求

规范。

五、本志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写公元纪年。称谓记写，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全

书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引用原文，概加引号，除重要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中出现的“湖北省档案局馆”、“湖北省档案馆局”或“湖北省档案局(馆)”，皆为湖北省档案

局(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述。本志对有关名称基本采用简称为表述方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作“《档案法》”；“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作“省委宣传部”。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局(馆)档案资料、有关处室和干部职工提供的材料。有关数据统计口径，

以国家档案局制订的《全国档案事业统计综合年报》为准。缺项部分，采用有关处室提供的数据。

八、本志内所列机构、人员、职务、排序，以及获得奖励、荣誉称号等，仅作为资料使用，不作其他依据。

九、局(馆)党组高度重视本志的编纂工作，多次召开办公会议和专题讨论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原

则，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障。局(馆)领导在百忙之中进行了认真审查。王实、张绍银等离退休老领导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审核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局(馆)各处室给予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办公

室、人事教育处等有关处室，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安排人员负责材料整理报送，认真核对了有关内容，提出

了补充、修改意见；编委会成员审核了反映所分管业务工作的章节，并签名以示负责；干部职工积极热情提

供材料；编写人员克服困难，加班加点，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宋刚、刘征、罗忆、陈素萍、张承勇、陈壮、郑树

义、杨爱华对有关章节作了修改并提供了材料；董小明提供了照片资料并负责翻拍工作。总之，本志是通

力合作的产物，辛勤工作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本志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中师范大学有关领导、出版社

负责同志的重视与支持；赵宏、章光琼等老师做了大量工作。在本志付梓之际，谨向为本志编写作出贡献

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十、本志编纂工作由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处暨本志编辑部承担。具体分工为：莫列义(第一篇)；王宇峰

(第二篇)；刘晓春(第三篇、第四篇)；方京阳(第五篇)；陈犁(第六篇)；方京阳、丁霞(第七篇、第八篇)；丁

霞(第九篇)；陈犁、童雁、许华利(附录)。王平初审了书稿，并对部分章节做了调整、修改和补充；刘文彦

负责全书统稿。

十一、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缺乏志书编纂经验，加之时间紧张、资料掌握不全，撰述必有暇玷，内容

难免遗漏。谨致歉意，并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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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档案局(馆)是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直属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既是全省档案事业的行政

管理机构，又是湖北省重要的档案保管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省级示范基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

的湖北省档案局(馆)，总建筑面积13，100平方米，其中库房面积7，440平方米。 +‘

1959年6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湖北省档案管理局、湖北省档案馆正式成立。湖北省档案管理局

在原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档案科和湖北省人事委员会办公厅档案处基础上组建而成。湖北省档案馆的前

身是1954年9月7日成立的归属国务院秘书厅领导的中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1997年11月，省档案馆

荣获“国家一级档案馆”称号。省档案馆现存档案资料45万卷(册)，上至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下迄

2003年，跨越300余年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湖北地区这一历史时期的变迁和社会发展。馆藏部分

珍贵档案在全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 ÷

1998年，湖北省档案局与湖北省档案馆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履行全省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

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主要职责是：负责全省档案事业的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依法对全省各级各类档

案馆和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集中统一保管省直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的重要档案资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有效服务

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根据上述职能，2005年，湖北省档案局(馆)内设办公室、档案馆室业务指导处、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

导处、法规标准处、科技处、档案资料保管处、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处、行政保卫处、人事教育处、离退休干部

处和机关党委，共11个处室。编制107人，其中局馆长1名，副局馆长3名，助理巡视员2名，正处级领导

职数11名，副处级领导职数21名。

湖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和湖北省档案咨询中心为局(馆)直属事业单位。

湖北省档案局(馆)作为全省档案事业的行政主管机关，其行政管理的运行程序为：根据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及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并组织实

施全省档案工作年度、中长期发展计划；起草或制定地方性档案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依法对全省各级各类

档案馆和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检查和指导，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

为；组织、指导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与档案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培训；组织、开展档案工作的

国际交流活动。

湖北省档案局(馆)作为省级机关档案资料的保管基地和利用中心，其业务工作的运行程序为：按规

定收集进馆范围的档案，并对保存的档案进行整理、鉴定、保管和开发利用。

伴随着共和国成长发展的步伐，湖北省档案局(馆)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和国家档案局的指导下，经过数代档案人的不懈努力，省档案局(馆)在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档

案法制建设、档案业务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业已成为有力支撑全省国民经济全

面发展、社会稳定与进步、科技文化繁荣昌盛的一支重要力量。

湖北省档案局(馆)始终坚持把为经济建设中心、为全省工作大局、为领导决策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

务作为档案工作的永恒主题和根本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省档案局(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国家档案局的有力指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档案事业发展为主题，以档案工作服务全省经济建设和中心工作

为主线，以观念创新、工作创新、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依法治档和科技兴档两大发展战略为支撑，不断加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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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基础建设，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大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力度，各项工作都实现了新的突破，

取得了新的成绩。如在全省开展的“优质服务年活动”、“告别20世纪珍贵档案资料征集活动”、“档案科

技年活动”，以及先后举办的《湖北省科学技术档案效益展览》、《湖北在我心中——湖北解放50周年档案

史料展》、《湖北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建国55周年湖北省建设和发展成就图片展》，

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国家档案局的充分肯定，引起了强烈的

社会反响。

湖北省档案局(馆)是省委、省政府授予的“省级文明单位”、“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胜单位”和湖

北省“行业依法治理十佳单位”。

湖北省档案局(馆)认真履行对全省档案事业的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全省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全

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管理比较科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服

务并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

盛世修志，以知兴替。为了记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湖北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总结50年来数代档案工

作者开拓发展档案事业的基本经验，湖北省档案局(馆)组织专班，历三个寒暑编就此志，全面系统地记录

了湖北省档案局(馆)的发展历史，也为今后编写《湖北省档案志》奠定了基础。

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在档案事业面临更好、更大发展机遇之际，湖北省档案局(馆)全

体工作人员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转变作风、扎实T作，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

步伐，全面提高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服务，为湖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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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组织相构

建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是开展档案工作的基本条件。湖北省档案局(馆)机构的设立，对于做好职责

内的各项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湖北省档案事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省档案局(馆)的机构沿

革，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初创设立、遭受挫折、恢复整顿和改革发展四个时期。全省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大

体上也可以作相同的划分。历史经验表明，省档案局馆的机构建设，是维系全省档案事业健康发展最重要

的组织保障。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则是发展档案事业的首要因素。省档案局(馆)的历届

领导班子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始终坚持把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干部培养等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增强了档案工作的持续发展能力，保证了全省档案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第一章机构沿革

湖北省档案局(馆)既是主管全省档案事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又是集中保管省级档案的文化事业机

构，履行全省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

在50多年的历程中，省档案局(馆)的机构，变化频仍，大致经历了初创设立、遭受挫折、恢复整顿和

改革发展四个时期，伴随着湖北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地发展完善。在建国初期的初创阶段，中共

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省人委)办公厅建立了专门的档案机构，分别对各自系统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和指导。中南大区档案移交湖北省后，成立了湖北省档案馆筹备处。湖北省档案局、湖北省档案馆的正式

设立，是湖北档案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文革”浩劫，使档案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省档案局

被撤销，省档案馆的基本职能也被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档案局得以恢复，并作为省委、

省政府的直属机构，履行对全省档案事业的监督与管理；省档案馆作为相对独立的机构，各项业务工作得

以恢复和发展，全省档案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改革和发展阶段，经历了几次机构改革之后，省档

案局、省档案馆合并，恢复为正厅级机构。 ，

’ 、

“ 第一节档案工作机构(|949．5—1959．6)

一、省委、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室 ，

1949年5月至1954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设立秘书处档案室(1950年5月改秘书处为办公室，1954

年9月改办公室为办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设秘书处档案室，按照党政档案分别管理的原则，分别对全

省党政系统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省委、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室作为档案机构的主要职能l：

1．负责本机关的文书立卷工作和管理本机关档案。 ．

、
、

’2．接收和保管湖北地方旧政权的档案资料。 t

’3．征集湖北地区的革命历史档案资料。 。
· ’，

‘

4．创立统一的省级机关文书立卷归档制度。 、 t

{

5．分别负责对全省党政机关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 ．．

?

{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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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省人民政府秘书处档案室开始负责接收保管湖北省省级旧政权及所属厅、处的档案。

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公文处理办法》、《关于秘书工作的四项决定》、《秘书

工作制度(草案)》等文件，为全省档案工作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委档案科

为了切实加强档案工作，适应湖北客观实际的需要，1955年6月，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原湖北省人民

政府委员会)将秘书处档案室改为档案科，负责指导省直和各专、市、县的档案工作。同时，中共湖北省委

也在办公厅成立了档案科。省委、省人委对档案机构规格的提升，体现了对档案工作的重视。档案工作的

管理范围从点到面，逐步扩大。

三、湖北省人委档案管理处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颁布后，为了改善档案工作中存在的管理不集中、制度不统

一、方法不科学、机构不健全的状况，1956年10月6日，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和健全档案机构，在

省人委办公厅设立档案管理处，编制暂定9人。省人委办公厅档案管理处的成立，加强了湖北地方档案机

构的建设，配备和充实了档案干部，充分地发挥了省级档案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档案事

业的建设和发展。

省人委办公厅档案管理处的基本职能：

1．负责指导和监督全省政府系统的档案工作。

2．负责办公厅全部档案的整理和管理。

3．负责全省政府系统档案工作的全面规划。

四、国家档案局武汉管理处

国家档案局武汉管理处原名为中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根据政务院秘书厅《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

后档案集中管理办法》的要求，于1954年9月组织成立。中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是隶属政务院秘书厅的

派出机构，内设办公室和两个整理保管组，第一组为综合、政法、文教资料组，第二组为财经资料组，共26

人，编制33人。程冠吾任副处长。其基本职能是负责接收、保管中南军(行)政委员会及其所属单位的档

案资料。

1956年1月18日，中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更名为国家档案局武汉管理处。 ．

五、湖北省档案馆筹备处

1958年7月10日，国务院同意将国家档案局武汉管理处移交湖北省管理。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地方

档案馆的要求，湖北省委、省人委决定将国家档案局武汉管理处更名为湖北省档案馆筹备处，在省委办公

厅领导下进行工作，与省委办公厅档案科合署办公。

湖北省档案馆筹备处的具体职责：

1．负责接收、清理和保管旧政权及撤销机关的档案资料，以提供利用。

2．完整地安全地集中地保管中南大区一级党政机关的全部档案资料。

省档案馆筹备处的成立，把档案馆的基本职能从档案管理机构的职能中分离出来，有利于独立地发展

档案馆工作。这是湖北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省档案馆筹备处完整、安全、集中地保管了中南大

区一级行政机关的全部档案资料，积极开展档案的整理和利用，为湖北省档案馆的正式建立做好了准备。

第二节湖北省档案管理局、湖北省档案馆的创立(1959．6-1966．6)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全省

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把党和政府的档案工作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省级档案

管理机构，负责指导全省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学校和人民公社的档案工作，同时建立省级

档案保管机构，以加强对档案的安全保管与有效利用，是非常必要的。1959年6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

中共湖北省委、省人委决定成立湖北省档案管理局和湖北省档案馆。省委、省人委的这一决定，体现了对

档案工作的重视，展现了湖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标志着湖北档案事业进入到全面建设和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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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

一、湖北省档案管理局的组织机构
‘

(一)机构的组建和性质
’’

湖北省档案管理局在原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档案科和省人委办公厅档案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省档

案管理局(正厅级)既是省委的直属工作部门，又是省人委的直属机构。

(二)局领导的配备

省档案管理局设局长1人，副局长2—3人。为了加强领导，省委副秘书长陶扬兼任局长；省人委副秘

书长麻佩三、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金榜兼任副局长。1961年3月4日，经省委同意，省民政厅副厅长刘纪

宣兼任省档案管理局副局长。5月9日，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高开元兼任省档案管理局副局长。1963年lO

月23日，国务院任命赵会文为湖北省档案管理局副局长。同年7月3日，省委组织部通知，免除刘纪宣、

高开元兼任的副局长职务。

1964年3月19日，中共湖北省档案管理局分党组成立。分党组由省档案局和省档案馆两个党支部

组合建立。麻佩三任分党组书记，赵会文任分党组副书记；陶扬、胡庆禄、程冠吾、宋珍、司安禄为分党组

成员。， 7
．．

(三)省档案管理局的主要职能 ·
”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
’

2．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全省档案工作的管理办法和发展规划。

3．负责全省档案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

4．负责全省档案专业干部的教育培训。

·’5．负责组织档案部门的宣传、出版和外事工作。
． (四)内设机构

1．办公室。

2．一科(专县档案业务指导科)。 ，

3．二科(省级机关档案业务指导科)。 ’· 、．

4．三科(科学技术档案业务指导科)。·’ ：．． ．
、

省档案管理局的编制暂定16人。

二、湖北省档案馆的组织机构 一

为了把省档案馆建设成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建设成为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建设成为科学研

究和各方面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省委、省政府对省档案馆的机构的组建及领导关系、领导配备、基本职能

和内设机构、人员安排等一系列问题，非常重视，作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 。

、j
。··

(一)机构的组建及领导关系

省档案馆在原湖北省档案馆筹备处的基础上建立，由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主管。

．(二)馆领导的配备r

省档案馆设馆长1人，副馆长2人，编制18人。负责人是程冠吾(相当于副馆长)。1959年9月，张

顺义调省档案馆工作(相当于副馆长，10月调省人委办公厅)。1961年5月9日，经省委批准，胡庆禄任馆

长，宋珍任副馆长。 。

(三)省档案馆的基本职能 ，n

，．：

1．负责湖北旧政权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和利用。

2．负责省委、省政府直属机关、群众团体和原中南大区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

3．负责湖北革命历史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和利用。

4．积极利用馆藏档案开展编研工作。 ，
，一

(四)内设机构

1．办公室。 ，．

’“ ．．t
“

2．整理保管科：负责湖北旧政权档案，革命历史档案，省委、省政府直属机关、群众团体和原中南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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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和利用。

3．编研利用科：利用馆藏档案开展编研工作。

1960年上半年，为了贯彻党政档案统一管理的规定，并根据全国省档案馆工作上海现场会议精神，结

合工作需要，省档案馆对内设机构作了适当调整：

1．党委档案部：负责省委、群众团体和革命历史档案的搜集、接收、整理、保管、利用等工作。

2．政府档案部：负责省人委直属机关和原大区机关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利用等工作。

3．旧政权档案部：负责旧政权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利用等工作。

4．办公室下设利用编研组：负责利用编研，兼管利用接待和阅览室、资料室工作。

1961年，省档案馆内设机构演变为四个科室：

1．办公室。

2．第一科：管理党群系统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

3．第二科：管理省人委系统档案。

4．第三科：管理中南大区撤销机关档案和旧政权档案。

这一时期，省委、省人委切实加强了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湖北地方的档案工作体制初步形成。由于正

式建立了省档案局和省档案馆工作机构，实行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明确了局馆职能分工，促进了湖

北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文革”中的省档案局馆(]966．6-1976．10)

“文革”十年，湖北档案事业备受摧残。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档案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被全盘否定，档

案工作遭受严重破坏。省档案局馆机构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省档案管理局的机构被撤销，人员被遣

散。省档案馆的名称和基本职能被改变。全省档案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

一、清查敌伪档案时期的省档案馆机构情况

1967年lO月，武汉警备区组建的清查敌伪档案小组(即“武汉警备区第二办公室”，简称“警司二

办”，专为抓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设立的机构)第一组接管了省档案馆。参加第一组的清档人员最多时为

209人，由部队和省直机关干部及部分大专院校教师、学生组成。省档案馆有9人参加。组长吴培英，副

组长宋得时、赵大胜(均系部队干部)。

1968年7月6日，清查敌伪档案工作交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并以湖北省军区清档办公室为基

础，组成省革命委员会清档办公室。1969年12月20日，武汉警备区清查敌伪档案小组宣布撤销。

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档案馆

(一)机构的组建
‘’

1970年1月7日，省革委会办事组从省委“五·七”干校调刘贵玉等14人回省档案馆工作。5月3

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档案馆，归属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领导。

1973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设立档案处，与省革委会档案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种

形式一直延续到1979年。

(--)馆负责人的配备

“文革”时期，省革命委员会档案馆由曹树江(武汉军区干部)负责。1973年7月曹树江回部队，徐在

心任档案馆负责人。1974年2月25日，经省委同意，徐在心任省委办公厅档案处副处长兼省档案馆副馆

长。1975年5月7日，省委组织部研究同意，省委办公厅档案处副处长孙振涛兼省档案馆副馆长。9月1

日，经省委同意，省委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徐在心兼省档案馆馆长。1978年11月，彭莲芳任省委办公厅档

案处副处长兼省档案馆副馆长。
‘

(三)省革委会档案馆的职责

1．根据党和国家关于档案管理的规定，负责接收、保管省级机关的档案。

2．接收、管理旧政权机关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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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保管的各种档案资料进行科学整理，维护档案的安全与完整，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 ，
．

4．对全省各地区、市、县以及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业务工作有指导的责任。

(四)内设机构 ．- ，

1970年省革委会档案馆机构设置： ．

1．办公室(负责文书处理、人事、行政管理及业务指导等工作)。
“

2．第一档案管理组(负责革命历史档案、省直机关档案及中南大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3．第二档案管理组(负责旧政权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1973年省革委会档案馆机构设置：

1．办公室(负责文书处理、人事、行政管理等工作)。 ‘’-

2．第一保管利用组(负责革命历史档案、省直机关档案及中南大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3．第二保管利用组(负责旧政权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

4．业务指导组(负责业务指导)。 ：．

(五)人员编制
’

’

、

1970年省革委会档案馆编制为18人。1973年编制为34人。

这一时期，湖北档案工作体制被搞乱，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文革”前期，省革委会档案馆基本围

绕“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档案工作。“文革”后期，一度取代省档案局，使行政管理职能遭到削弱。

第四节湖北省档案局馆的恢复(1980．5—1983．3)

1976年lO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告了“文革”十年浩劫的终结。同各条战线

一样，湖北档案事业从此获得新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各项政策的落实，随着湖北

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省档案局馆得以重新恢复。湖北的档案事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

一、机构性质及领导关系

1980年5月11日，省委、省政府决定恢复湖北省档案局，并明确省档案局是省委、省政府的直属机构

(正厅级)。1980年9月12日，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委办公厅档案处撤销，省革命委员会档案馆改名为

湖北省档案馆。省档案馆由省档案局统一领导。省档案局与省档案馆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二、局馆领导班子的配备

1980年7月18日，经省委批准，徐在心、张应祖、魏颖三、王树和任省档案局副局长。10月22日，中

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央同意，徐新甫任湖北省档案局局长。

1981年2月13日，省委领导批示，徐新甫兼任湖北省档案馆馆长，徐在心、魏颖三兼任副馆长，成立

党组，行政工作合署办公。

1981年12月20日，中共湖北省档案局党组成立。党组由徐新甫、徐在心、张应祖、魏颖三、王树和组

成。徐新甫任党组书记；徐在心任党组副书记。魏颖三分工直接领导省档案馆工作。
’

三、省档案局馆的主要职责 一

省档案局的主要任务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根据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原则，统一掌管全省

党政机关的档案业务，对全省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维护档案的安全与完整，发挥档案的作用，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主要职责：

1．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研究制订或协助各专

业主管部门研究制订档案工作的实施细则(办法)。 、 ．

2．根据国家发展档案事业的规划，制订全省发展档案事业的综合规划、专题规划和工作计划，并组织

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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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市(地)、县档案事业管理部门，并配合省直专业主管部门，对省内各级各类机关、团体、学校、

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文书、科学技术档案工作，对各级各类档案馆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4．配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对机关的文书立卷归档工作进行指导。

5．协助省教育厅及省直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培训档案干部；配合省劳动人事厅指导和组织档案专业干

部的业务职称考核评定和晋升工作，研究解决各级档案机构的设置、编制问题，以及档案工作人员的劳动

保护问题；与省财政厅研究解决档案馆的事业费问题。

6．组织档案学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工作，总结、交流实现档案管理标准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情况和经

验；研究推广档案保护、复制、储存、检索等新技术。

7．承办档案工作外事活动，收集散失在国外的湖北省档案史料。

8．组织档案的宣传、出版工作。

9．与省文化厅研究协调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的密切关系；研究解决档案馆与图书馆、博

物馆、文化馆收藏历史档案文件的管理问题。

10．指导和支持省档案学会的活动，兼管学会的日常工作，促进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

原省委办公厅档案处和省革委会档案馆所担负的业务指导任务移归省档案局。

省档案馆的主要职责不变。

四、内设机构

(一)省档案局内部机构设置

1．办公室：负责文书处理、档案刊物、职称评定、行政财务、人事统计等工作。

2．文书档案处：负责各地市县及省直与大型厂矿、大专院校的文书档案业务指导工作。

3．技术档案处：负责各地市县及省直与大型厂矿、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工作。

(二)省档案馆内部机构设置

1．一室：负责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

2．二室：负责档案的整理、编研工作。

3．技术科：负责档案的缩微、复制、裱糊等工作。

4．保卫科：负责档案馆四防保卫工作。 ，

人事、财务和行政事务等工作由档案局办公室负责。

(三)人员编制 ·‘

1980年6月13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同意，省档案局行政编制25人(含工勤人员)。

省档案馆原定34名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

1981年1 1月27日，省政府批准省档案馆增加事业编制16人，连同原编制共计50人。

第五节发展中的省档案局馆(1983．3—2004)

一、1 983年省级机构改革后的局馆机构

为了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大力加强档案馆建设的要求，作为档案事业主体的档案馆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省档案局与省档案馆分设。

(一)省档案局与省档案馆领导关系的改变

1983年3月14日，省委、省政府决定，省档案局改为副厅级，由省委办公厅领导。

1983年8月2日，省委研究同意，省档案馆与省档案局分设。省档案馆为省直委、厅属局级事业单位

(副厅级)，归省委办公厅管理。

(二)省档案局馆领导班子的调整

1983年12月2日，根据中央关于省级机构改革的精神，省委讨论通过了省档案局领导班子调整配备

方案。决定：王实任省档案局局长、党组书记；徐在心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张应祖、张绍银任副局长、党

组成员；徐新甫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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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27日，省委研究同意：李雪杉任省档案馆馆长。3月1日，任命陈忠民、石军、孙振涛为省

档案馆副馆长。

(三)省档案局馆内部机构的变化

1．省档案局的内部机构

1983年12月13日，省政府同意，省档案局内部机构设：

(1)办公室：负责文书处理、档案刊物、职称评定、行政财务、人事统计等工作。 ，’

(2)文书档案业务指导处：负责各地市县及省直与大型厂矿、大专院校的文书档案业务指导工作。

(3)科学技术档案业务指导处：负责各地市县及省直与大型厂矿、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科技档案业

务指导工作。 ’

1984年1月9日，省档案局文书档案指导处和科学技术档案指导处分别改名为业务指导处(负责文

书档案、科学技术档案和专门档案的业务指导)、科研教育处(负责干部教育、学会、职称、刊物、理论研

究)。

2．省档案馆的内部机构 ：

1984年2月21日，省委同意，省档案馆内部机构设：

(1)办公室：负责文秘、政工、离退休干部管理、行政财务工作。
’

(2)保管利用室：负责建国以来党政档案资料、革命历史档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等旧政权档案和有

关档案资料的接收、保管、整理、调阅与归卷工作，编制检索工具、目录信息中心，编制档案馆指南。各类档

案库房的管理工作，有关档案保管统计工作。负责以开放历史档案为中心的利用工作。制订利用计划和

开放历史档案实施办法，查阅档案的接待与管理，指导查阅档案资料及使用检索工具，函调利用工作。组

织档案资料的陈列和各类利用档案的咨询，以及利用单位抄录、复制档案史料的审校及装订、递送。有关

利用统计工作。

(3)编研室：负责历史档案史料的研究和编纂、校审、印刷、出版及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

(4)技术室：负责档案资料的修复、裱糊、复印、缩微、照相工作；研究与解决档案、资料保护技术；档案

库房机电设备的管理、维修保养工作。

以上各室均为馆内处级机构。

1985年1月16日，经省编委同意，省档案馆保管利用室分为：

‘(1)保管利用一室：负责地下党、革命根据地和建国以来党政档案资料的管理和利用。

(2)保管利用二室：负责旧政权和It伪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的管理和利用。．

(四)省档案馆的编制
。

省档案馆共定事业编制75人(含工勤人员)。

二、1985年的机构变化一 ，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我国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通知》(中委[1985]29号文件)

精神，充分发挥档案馆工作在档案事业中的主体作用，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省委、省政府决定，省档案馆归口省档案局管理。 ：

(一)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调整

1985年11月22日，省委、省政府决定：省档案局作为政府直属机构列入政府序列，机构级别不变。

省档案馆归口省档案局管理，档案馆级别不变；主要负责人参加省档案局党组，重大问题由党组研究决定。

(--)省档案局馆领导班子的调整

1986年1月2日，增补李雪杉、陈忠民为省档案局党组成员。1986年10月15日，陈仲兴任省档案局

副局长、党组成员。 ·，·

·

1989年11月4日，省委任命张绍银为省档案局局长、党组书记；免去王实局长、党组书记职务；免去

徐在心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职务；免去徐新甫顾问职务。1990年4月17日，孙振涛任省档案局副厅级调

研员，免去副馆长职务。6月26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刘彩兰、刘庚兰任档案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葛成

芬任省档案馆副馆长。1993年1月29日，童兴亮任省档案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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