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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

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图

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记载和反映着国家机构、社

会组织以及个人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作为历史发展产

物的档案和档案管理同样源远流长，档案材料丰富多彩，著称于世。从商周

时期的甲骨、金石、简册档案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缣帛档案，以至西汉

发明纸以后形成纸质档案，当代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产生的照片、影片、录音

(像)、胶片、。磁带(盘)等档案材料，都是国家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和重要

的信息资源。《佛山市档案志》就是记述和反映伴随佛山历史发展产生的佛

山档案与档案管理、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概貌。

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称镇在宋，改镇为市在1951年6月。至今，

佛山经过40多年的城市建设，已成为当代我国中等明星城市、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佛山历史绵延千多年，作为佛山发展历史记录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却

见证较晚。远古的佛山档案已无迹可寻，封建社会的佛山档案仅有清末断页

残档，难断言其管理状况，民国时期佛山建有简单的档案工作，并订有初步

的公务文书归档、管理制度，这在南海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时期佛山镇公所

档案中有所反映。‘总之，历史上的佛山档案和档案管理由于受历史变迁诸多

因素的影响，其建立较晚，发展缓慢。

佛山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健全与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随着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佛山经济建设的腾飞、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佛山档案和档案工作也作为市的一项事业得以全面的建设与发展，并转向制

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

市、区建立健全了档案工作机构。作为市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局i开展

了档案事业全面建设的统筹规划、监督指导工作。组织贯彻实施《档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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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档案法规建设；指导档案馆(室)达标升级工作，使档案管理上水平、

上质量、上效益；开展档案基础专业教育，培养档案事业人才，进行档案干

部任职资格的评审等，促进全市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市、区档案馆成为全市档案资料永久保管基地和档案信息开发利用中

心。档案馆实现了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为佛山积累、保管了大量珍贵的历

史档案资料。加强了档案馆基础设施、档案业务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并运

用现代技术设备和手段管理档案，提高了科学管理水平。同时积极开展档案

资料的开发利用工作，使馆藏档案资料在为佛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文书、专业、科技档案工作，经过恢

复、整顿，也已转上全面建设发展的新时期，普遍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

档案室，全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档案工作网络。各档案室自开展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工作以来，进一步贯彻执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原则，丰

富室藏，加强档案基础业务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建设，改善档案保管条

件，维护了档案的完整与安全。编制各种检索工具，想方设法开发档案信息

资源，积极提供档案资料为机关领导、企业决策和各项工作建设服务，各级

各类档案室的建立健全，为全市档案事业全面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的来看，佛山市及辖下各市、区已形成了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档案室为基础，以档案馆为主体，以政府行政职能部f-j进行监督指导的自

下而上颇具规模的档案事业。四十多年来，佛山市的档案和档案工作、档案

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一直处在全省档案工作的先进行列，多次受到佛山市党、

政有关领导和国家、省档案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佛山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

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这是佛山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及有关领导重视

．支持的结果，是全市档案工作者热爱档案事业、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埋头

苦干的结果。

《佛山市档案志》记述了佛山档案与档案管理的概况，为全市档案工作

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利用现有的条件和优势，尽职尽责，大力开发档案

信息资源，为佛山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向广大读者提供一本较全面系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历史概貌，使大家

更了解档案，更关心、支持档案工作，使全市档案事业与各项事业相适应地

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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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建国前的佛山档案工"t3z
●

口

第一节清以前的档案

佛山在春秋战国为“百越之地”．秦汉属“南海郡”．南宋后是“岭南巨

镇”．明清时期经济发达、商业兴旺。这在佛山石湾河宕贝丘遗址、澜石秦

汉和唐宋葬墓群等历史文化遗址，以及明清时期的碑刻、史志、家族谱等历

史文献的记载，可见佛山历史文明发展的轨迹但作为佛IJI悠久历定发展的

要凭证、历史记录的官署公务文件

案材料则见证很晚、遗存很少．笋

因是历史变i叠胂种因素的影响。佛

在南宋形成圩镇之后．虽归南海县

管辖．但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

佛山设置官署衙门、委派官吏治

，“向来二、三巨族为愚民率”(Ⅳ

《南海县志》)，地方公务由一班LJ

豪绅把持．直至清以后才陆续设n

文武四衙”驻防治理。佛山这种特

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是佛山梢

形成较晚、遗存较少的因素之一。

◆保存于佛山市房地产档案馆的，。

雍正八年(1730年)的房产地契档案。

· 3 ·

主档原山署在理光族。有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元628年)“佛山”(石膀)石刻档

还有佛山市房管局档案馆保存的

的档案工作

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档案工作，有一定的档案管理制度。

南海县国民政府在第一科设“掌卷室”作为专门保管档案机构，配备了专职

“管卷员’’管理档案。佛山镇则由镇公所各股分散管理，各股干事负责管理

文件、档案。日常办理完毕的文件材料即分类存入“卷宗”，采取随办随归

的办法。佛山镇文件归档曾提出过统一用的公文格式内设立“归档日期”一

栏；凡有归档价值的文件，均由镇的办文官员签具“归档存查"字样；凡

“归卷”文件均加盖“归档"红铅字作标志。但各股所设“卷宗"没有“案

卷目录"，“卷宗”内没有“卷内文件目录”，也没有定期整理归档制度和严

密的档案管理制度等，只在镇、股、乡、保长任职和卸职时，才进行清理，

办移交手续，编造“案卷移交清册”。如民国36年(1947年)11月16日卸任

佛山镇长施博向新任佛山镇长谭伟民办理了《南海县佛山镇公所各股案卷移

交清册》，内含民政股、警卫股、。经济股、文化股、户政股“卷宗"共49

卷。又如民国37年(1948年)1月4日卸任佛山镇第六联保首席保长移交人刘

． 庆芝向新任佛山镇第六联保首席保长麦辉签办了《南海县佛山镇第六联保办

公处文卷移交接收清册》共13卷(册)。-1949年10月15日佛山解放，佛山公

安部门只接收了小部分档案材料，原因是：一、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烧毁了不

少档案，如警察局莲花分驻所的档案全部被烧毁了；二、解放初人们对档案

不够重视，散失了一部分，如佛山镇解放十多天，镇公所大门敞开，没人看

管，致使散失了部分档案材料。镇基层单位的档案也没派人接收，任由其散

失；三、不重视接收后的档案材料保管，被蚁蛀毁一部分。因此，民国时期

南海县佛山镇公所没有留下系统、完整的档案资料。现南海县档案馆仅保管

佛山镇公所档案101卷(册)，且这些档案的年代间隔不连贯，不少是断页残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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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共佛山地下党组织的档案工作

佛山在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上．有其光辉的页，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叫期，佛山人民在中共佛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划建和反对吲

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蓖勇顽强的斗争。在各革

命斗争叫期的佛山党组织(党小组、支部、支委)及其所领导的工、农、

妇、学生等革命团体和人民军队(含游击队)，在其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又件

材料，如革命斗争宣言、会议记录、宣传品、信件、日记等，都是革命历史

档案。它是中目共产党领导佛山人民进行英勇艰苦斗争的历兜记录。但由于

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环境恶劣，不可能有专门机构、专门人员保管文件、档

票．多由革命者个人保存，重要曲多被烧毁。据192'7年1月至4月{壬中共佛山

党支部书记的梁新技同志回忆：“当时党支部秘密开会和存放文件的地方是

在陈经宝(前任党支部书记)家里。凡重要文件传达后即烧毁。”因此，现

保留下来和收集到的革命历史档案甚少。现市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仅

17卷(复印件)，主要是抗日战争叫期广东省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的制料。

原在佛山专区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史档案材料于1959年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保

存。如1928年6月1日《佛山市委给广东省委的综合报告(附党员数量)》、6

月29目《佛山市委关于召开联合会议的经过情况综合给省委的报告》等，有

的已纳入《广东省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现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制

料，多是些革命回『乙录，散见在《广东文史资料》、《佛山党史资料汇编》1—

5集及一些报刊上。这些数量不多的革命历史档案史料证叫了中共佛山党组

织及其领导的群众周体、人民军队革命历史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与存在。

●佛^市档案馆收

藏的革命月史档

囊复制件。



的佛山市档案事业

工作从50年代开始，在佛山市党政领导重视支持下，

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逐步得到建立与发展。从80年代开始，它作为佛山

市社会主义一项事业走上了全面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它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四

个阶段：档案工作初建和发展阶段(1955～1966年)；档案工作遭受挫折和

破坏阶段(1967一--1976年10月)；档案工作恢复整顿阶段(1978～1982年)；

档案事业全面建设发展和向档案现代化管理过渡阶段．(1983一．-1994年)。

第一节机构沿革

建国后佛山市的档案工作机构逐步得到建立和健全。现档案工作机构有

三种类型：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档案事业机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的档案工作机构。它们构成了佛山市档案事业领导管理体系的工作网络。
，

一．、行政管理机构

佛山市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成立较迟，直到1981年5月才设立佛山市

档案局。在此之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档案工作由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直接
一

●

组织领导，或成立临时机构，对有关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如：1955,--"

1956年，在中共佛山市委员会(简称“佛山市委”)领导下，成立了南海

县、佛山市清理档案小组，组织清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档案材料。1958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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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组织清理开国以来积存档案和开展档案利用工作，成立了佛山市清理档

案工作委员会。市委书记兼市长邓振南任委员会主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何

’克勤、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孙强任副主任。委员有周

2兰(市人委卫生科科长)、严文超(市公安局局长)等11个单位的负责人。9月

15日该委员会又改称佛山市档案工作委员会。各战线成立分会，各机关单位

．成立清档小组。11月20日佛山市档案馆成立后至1981年4月，20多年来一直

由档案馆兼管佛山市档案工作行政管理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工作。1967～

1978年，“文化大革命”和佛山市革委会期间，市档案馆被撤销，档案行政管理

工作由市革委会办事组机要科，后改称机要档案科代为管理。

1981年5月佛山市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一_佛山市档案局正式成立。

它既是党委的直属机构，又是政府的直属机构，归市委办公室领导。市委办

公室副主任林汝扬任局长，董永香任副局长。局馆合署办公，两个牌子一套

人马，编制6人；局内只设档案业务指导科。

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地、市机构合并，佛山地区档案局、市

档案馆被精简，改在佛山市委办公室设一档案科，编制5人，实有4人，由市

委副秘书长古如渊具体领导，科长程淑敏。

1984年9月5日，撤销档案科，成立佛山市档案处。处、馆合署办公，确

定事业编制12人，实有11人。处内设档案业务指导科、档案管理科。处、科

均没有任职领导。
‘

1984年12月8日，佛山市档案处改称佛山市档案局，其领导关系、内部

组织机构、人员编制依旧。1984年12月20日，．市委决定委任程淑敏为档案局

局长，岑国森为档案局副局长。

1985年8月，佛山市委、市政府调整了市档案局领导体制，由市委副秘

书长改由市政府秘书长潘健领导。市档案局为市政府直属局，是市政府工作

职能部门，纳入政府编制序列，档案馆归局管理。局仍设二科，1989年9月2

‘日增设档案史料编研科。1986年4月21日，市政府委任李北翔为档案局副局

长。1990年6月21日市政府任命何国强为档案局副局长，10月13日钱爱娴任

档案局副处级调研员。1991年市政府调整了档案局领导力量，由市政府副秘

书长李景垣领导档案局工作。1991年6月26日经市人大常委会22次会议通过

免去程淑敏佛山市档案局局长职务，委任李北翔为佛山市档案局局长，何国

强留任副局长，6Y]4日市政府任命黄永光为档案局副局长，12月25日档案局

各科领导作了相应调整(见附表一、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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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佛山市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主要领导干部任职更迭表

(1981年5月～1995年3月)

机构设置 档案行政管珂 正职 副 职 任 职 时 问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名 ’姓名

1981．5 、佛山市档案局 林汝杨 1981．5～1983．5．31
2

1983．5
●

董永香 1981．5．7～1983．5．31

1983．6 佛lJI市委 程淑敏 1983．5．29～1984．12．19
7

1984．8 办公室档案科 郭振业 1983．5．29～1984．12．19

1984．9～
佛山市档案处 (未任命领导)

1984．1l

程淑敏 1984．12．20～1991．6．26

岑同森 1984．12．20～1990．8
1984．12

李北翔 1986．4．21～1991．6．25

何国强 1990．6．21～1995．3．9
＼

钱爱娴 1990．10．13～1992．4．8
2

(副局

级调研

1995．3 佛山市档案局
员)

●

李北翔 1991．6．26～1995．3．9
●

黄永光 1991．6．4～1995．3．9

1992．10．22～1993．5．3关宽

(副处级

调研员)
、



●

●

附表二

佛山市档案局各科正副科长一览表

科 别 姓名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198l～1983年)

档案业务
郭振业 科 长 1981～1983．5．31

指导科

(1983一--1991年)

何国强 科长 1985．9．19～1990．6．20

科长(兼) 1990．6．21～1991．12．2
～

档案业务 关宽 副科长 ‘1985．9．19～1988．11．27

指导科 正科级调研员 1988．11．28～1991．12．24

刘燕美 副科长 1987．8．14～1991．12．24

岑兆荣 副科长
。

1990．1．30～1991．12．24

钱爱娴 科长 1985．9．19～1992．4．8

档 案 吴 慧 副科长 1985．9．19～1986．11．11

管理科 张伟才 副科长 1988．11～1989．10．5

张超志 。副科长 1989．8．23～1991．12．24

档案史科
周焕文 副科长 1989．9．2～1991．12．24

编研科

(1991．12～1995．2)

何国强 ，科长(兼) 1991．12．25～1994．9．24

档案业务 关宽 正科级调研员 1991．12．25～1992．10．21

指导科 张超志 副科长． 1991．12．25～1994．9．24

岑兆荣 副科长 1991．12．25～1994．9．24

副科长 1991．12．25～1993．3．25
档案管理科 刘燕美

科’长 1993．3．26～1994．9．24

档案史料 副科长 1991．12．25～1994．1．24

编研科
周焕文

正科级调研员 1994．1．25～199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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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佛山一F拍囊局、市方志办。F分

工作人员合影。

1988年16人增至1992年19

人．其中业务指导科6人．

档案管理科12人(含行政

管理)．档案史料编研科1

人。人员结构有很大改

变：年龄绝大多数为中青

年干部；文化、业务素质也

较前高．有研究生2人．大

学本科5人．大专4X，其余为高中、中专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有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3人．馆员3人．助理馆员8人。根据市政府秘书长的意见，1986

年成立佛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归档案局管理。档案局副局长李北翔兼任地方志

办公室主任。该办在编5人．以专业职务计：助理研究员1人，研究实习员4人。

二、档案事业机构(馆)

1958年11月20日佛山市档案馆成立。1959年4月21日启J{j“广东省佛山

市档案馆”印章。档案馆编制3人．档案事业费(含人员工资)为3537元。

1958～1966年．档案馆归属市人委办公室领导。1959年11月20日市委组织部

首任黄爱群为档案馆副馆长。

1967～1968年3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档案堵被撒销．档案于部2人

下放．仅留1人看门守摊，工作陷于瘫痪。

1968年3月～1978年7月佛山市革命委员会期间，档案馆的工作山革委会

办事组机要科代理．后机要科改为机要档案科．工作人员增至3人。

1978年8月恢复佛山市档案馆．人员编制3X．配备正副馆长备1人。馆

归属市委办公窒领导．为办公室的科级单位。1981年3月20日启用“佛山市

档案馆”印章。1981年5月IfJ-档案局成立后．局、馆合并办公。档案事业费

从1980年起．每年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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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1日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地市机构合并，佛山地区档案馆和佛

山市档案馆合并为佛山市档案馆。馆为市委办公室科级单位，由市委副秘书

长古如渊领导。工作人员6人，岑国森为馆长。

1984年12月佛山市档案局恢复后，档案馆改由档案局管理，对内为局的

档案管理科，对外仍称佛山市档案馆。馆在各时期均配备有正副馆长(见附

表三)。1992年1月8日馆增设档案资料方志开放阅览室(地址在市燎原路10

号)，负责对社会公民提供借阅馆藏的开放档案资料，同年改称档案方志服

务部，同时迁回馆内开展对外营业服务。1984年局馆定编12人中，档案馆8

人。局馆每年事业经费从80年代初每年3万元逐年增加，到1992年已达14万

元。迁入新馆以后为进一步提高档案保护技术和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购置

了一批档案箱柜和空调、排风等设施，1992年追加档案经费39万多元。

1994年9月6日，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以佛府办[19943 077号文件，

印发了《佛山市档案馆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该《方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的精神，撤销佛山市档

案局机构，保留佛山市档案馆机构。《方案》规定，市档案馆为处级事业单

位(后经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更改为行政单位)，把市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即市档案局)的职能与市档案馆的职能合二为一，规定市档案馆的职

能为：
、

．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二)受市政府办公室委托，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

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进行检查和

指导。

(三)组织并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理论与科技研究、档案保护、档

案教育以及档案干部的培训工作。

?(四)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所管范围的档案。‘

(五)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方案》规定，市档案馆内设3个科：档案管理科(兼管文秘、人事保

密、劳资福利及行政事务)、业务指导科、编研科。档案馆人员编制定为16

名，其中馆领导3名，档案管理科5名，业务指导科4名，编研科4名。馆领导

职数3名，科领导职数6名。非领导职数4名，其中调研员或助理调研员1名，

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3名。

为了贯彻落实佛府办[1994J 077号文件精神，市档案馆于1994年9月25



附表三
‘

佛山市档案事业机构(馆)领导任职更迭表

(1958年～1995年7月)

据市

同年

经市

市政

档案事业
设置时间

正职 副 职

机构名称 姓名 姓名
任、离职时间

1958．11．20 黄爱群 1959．11．4～1962
佛山市

2 黄户行 1960．2．17～1962

档案馆
1966．12 吴 慧 1960．9．21～1966

市革委会 1968．3

办事组机 2 军代表
雷竹生

1968．3～1978．3
(负责人)

要档案科 1978．7

1978．8 ，

佛山市
2 董永香 吴慧 1978．8～1983．5

档案馆
1983．5．30

1983．6 岑国森 1983．5．29～1990．8
佛山市

{ 钱爱娴 1983．5．29～1992．4．8
档案馆

．
1991．12 董永香 1983．5．29～1984．10 。

1994．9．6
李北翔 1995．3．10b

佛山市
何国强 1995．3．10～’

7
，黄永光 1995．3．30～1995．7．26

档案馆

1995．7．26
(副处级

调研员)

●

●

-

●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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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档案室工作

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为统一管理和利用本机关工作活动中

形成的档案资料，建立了档案工作，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机构——机关档
’

案室，配备专(兼)职档案干部，负责本单位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

供利用等工作，同时对本机关各部门及下属单位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业
-

务指导，并按国家档案管理的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为党和国家积

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机关档案工作既是本单位工作组成部分，是本机关

统一管理档案的内部组织机构，又是党和国家历史档案源泉和档案事业建设

的工作基础。

随着佛山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各门类、各种载体的档案相 。

继大量产生，机关档案室的类型不断增多，计有：以党政机关、团体、事业

单位管理文书档案为主的机关档案室；有企业以管理科技档案为主的企业档

案室；有专业档案室，如会计、诉讼、艺术、房管等档案室；还有对本机关

文书、科技、会计等档案实行集中统管的综合档案室等。1988年全省机关、

企业开展档案综合管理升级达标活动后，已上等级的机关档案室又分为省特

级、省一级、省二级机关档案综合管理三个等级；企业档案室通过升级达标

则分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省级先进档案综合管理三个档次。自1993年始企

业档案室由升级达标活动转为达标认证工作，未升级的企业档案室则按照

《广东省国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标准》，开展档案业务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提高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水平，以适应企业生产建设的需要。 ·

一、党政机关文书档案(室)工作

1949年10月15日佛山解放后，随同新政权机关的建立，新型的档案工作

和档案室本应随同建立，但由于当时新政权巩固与建设而忽视了档案工作。

因此，佛山各级机关单位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8年)基本没

有建立档案工作。虽然1949年12Y]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谭亮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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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南海剿匪支前接管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接收国民党的档案，军管会

也多次颁布《布告》取缔反革命组织、敦促反革命分子自首，要他们交出反

动组织及其人员档案材料等，但由于机关无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档案的接

收、管理工作无法落实。因此，一方面未及时接收整理旧政权档案而使其受

到损失；另一方面现行机关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也未及时立卷归档，处于

分散管理、放任自流的状态。

1955年7月9日成立了由市委组织部、公安局、法院、市府人事科抽调干

部组成的7人清理档案小组，开展了市机关各单位对旧政权档案的收集、整

理工作。89 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清理敌伪政治档案资料的通知》，

在中共佛山市委和佛山市人委重视领导下，以公安部门为主，对旧政权档案

进行了收集、整理工作。11月13日佛山市委领导小组发出“收集散存各单位

’之敌伪档案"的通知，并召开了全市党支部书记和人事股长会议进行动员。

12月14日，根据粤中区关于档案清理工作会议的决定，南海县与佛山市成立

了以南海县为主(南海县6人，佛山5人)的11人南海、佛山联合清理小组开

展档案清理工作，历时半年，于1956年6月完成清理任务。共清理档案资料

1500多公斤，建立档案645卷，建立组织、人物卡片17000多张，由南海县公

安局保管，初步建立了对旧政权档案的管理工作。

1955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机关文书处理工，

作和档案工作的条例、规定。在佛山市委、市人委重视领导下，1955年市人

委办公室配备一名档案工作人员，建立了档案管理工作。1956年市委办公室

也配备了一名档案干部管理档案。他们除了做好自身的工作外，还对市属机

关档案文书材料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工作进行了业务指导。1957年7月23

日佛山市人委印发了《关于文书档案工作制度》，9月27日又转发了《广东省

各级国家机关文书处理部门立卷暂行办法》，要求各机关单位贯彻执行文书

处理部门立卷归档制度。

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提出：“全

面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建立统一的立卷归档制度’’，“迅速清理开国以来

、的积存档案’’的指示。为贯彻国务院《决定》精神，佛山市委、市人委于

1958年5月8日联合发出《关于清理历年积存档案资料的通知》，召开全市机

关干部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兼市长邓振南作动员报告，并由他挂帅成立了佛

山市清理档案工作委员会(后改为档案工作委员会)，各战线成立分会，各

单位成立清档小组，清理建国以来积存的档案。全市组织专门清档力量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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