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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外景

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为本馆题词

火津市南郄区档案馆同志仉

你化要我写字．写是写厂，但是不好，不必用它。

你们修『档案馆是大好事，但是档案工作要做好，还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乘此，祝你们工作顺利，身体缝康，学习

进步：

曾

_．一

一九八四年一．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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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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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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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资料部分

本馆征集的名人档案



人员在调卷

打印案卷目录



本馆编辑的资料

农林局干部在阅档



序 言

在区政府的领导下，《津南区档案志》历经了

五个月全部完成了纂写工作。

《津南区档案志》是一部四十年的档案工作发

展史，它详实地反映了津南区从一九五三年建档

以来档案工作的发展情况。

四十年来，津南区的档案工作在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档案馆藏量由

几百卷增长到25000多卷；档案门类增多；馆藏

条件得到改善；管理水平正向科学化、现代化迈

进；已成为津南区档案保管中心，为促进金区经

济发展发挥了社会效益。一九九二年经市档案馆

档案工作评审小组逐项审查考核，区档案馆晋升

为市二级先进档案馆。这四十年的巨大成绩它包

含着档案工作人员的心血，是档案工作人员智慧

的结晶，也包含着各有关单位和各级领导的大力

支持、关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津南区档案志》总结了四十年来的档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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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今后的档案工作要继续

发扬成绩、再接再励，加速丰富馆藏量，努力提

高科学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档案信息

资源，把区档案馆建设成为一个馆藏丰富、门类

繁多、现代化管理的档案保管中心，以便更好地

为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由于对纂写《档案志》缺乏经验，再加之历

史资料不多，给编者带来很大的难度，但经过编

者的积极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广泛收集资料，圆

满完成了《津南区档案志》的纂写任务。由于编

者理论和业务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

请批评指正。

津南区档案馆副馆长李学曾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津南区档案志》所述内容，主要是本区

档案工作的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津南区档案业事的发展变

化情况。为说明问题，分章、节叙述。

二、为全面反映津南区档案工作情况，《津南

区档案志》分为：机构沿革、基础设施、档案_-L

作、编研、业务指导、先进集体、个人名录、附

录及大事记等。

三、《津南区档案志》“档案工作”部分，所

述内容均以档案工作的几个主要环节为中心所开

展的工作。

四、全区各机关、单位档案部门所开展的各

种运动，反应在所涉及到的各项活动的章、节中，

没有单设章、节。

五、“馆藏档案情况”一节中，在简单介绍了

重点全宗单位档案室室藏情况的同时，也重点介

绍了有关单位的基本情况。



六、在各章、节叙述各项活动时，把党和国

家对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融在各项

活动中。没再设章、节。

七、《津南区档案志》所述内容上限为一九四

九年，下限至一九九二年底。

八、《津南区档案志》中的档案所使用的计量

单位为：“卷”。

九、《津南区档案志》中的单位名称遵循了机

构的沿革情况，一九九二年三月六日以前为“南

郊区”，三月七日以后改为“津南区”。

十、《津南区档案志》中的年代用“汉字"；其

它数字用“何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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