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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我区档案工作

出现了勃勃生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必

要条件和国家规模的一项专门事业。我区档案工作的发展，为反

殃我区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可能，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面、准确、忠实地记录宁德地区档案工作历史，是档案事

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既是开创我区档案事业新局面的需要，也

是丰富我区行业史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服从服务全

局工作、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性工

作，不仅是当前工作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需要。《宁德地区档案志》的编辑出版无疑适应了这

一形势的要求。

总的来说，我区档案工作经历了艰苦、曲折、发展的历程，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区各级成立了档案主管机关和档

案馆。大部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档案室，为国

家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财富，档案专业干部队伍不断壮大，档案的

积累、交流、开发、利用已进入～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我区档

案基础设施的薄弱、档案管理手段的改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的力度、专业兼职队伍素质的提高，仍是今后我区加强档案工

作亟须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现在，我区已进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大

开放、大开发，大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这为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

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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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其利用价值和社会经济

效益日益提高，努力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开发利用产业化将为

档案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宁德地区档案志》的编辑出版，是我区档案工作的一件大

喜事，它将鼓舞全区档案工作者为继续发展档案事业而努力fo同

时，也相信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会进一步增强

档案意识，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重视开发利用档案，帮助解

决档案工作的具体问题，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刨造有利条件，使档

案工作高质量地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2

中共宁德地委书记 荆福生

1 9 9 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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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宁德地区档案志》的成书，是闺东档案事业发展中的一件

大喜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热烈祝贺。

档案是在人类进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

值的历史原始记录。档案工作是一项基础性、服务性的工作，是

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是一项利在当前，功在

后世的千秋事业。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闽东档案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取得显著成绩，为闽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

了很好的服务。经过宁德地区档案局全体同志五年的辛勤努力，

几易其稿，终于编纂完成了《宁德地区档案志》，它是对我区档

案事业发展过程的真实纪录，不仅为我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历史借鉴，同时对各级各部门乃至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档案工作

性质与作用，提高社会档案意识，更好地利用档案信息，也是有

所裨益的。这也正是我们编史修志所起到的“存史、资治，教

化”作用的重要体现。

尽舒闽东档案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基础仍然薄

弱。我相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区经济的迅猛

发展，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各级各部门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将会进一步提高，我区档案事业也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同

时，我希望全区广大档案工作者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发奋努力、坚持依法治档、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使闺东档案事业
再上一个新台阶，更好地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汤金华

1 9 9 5年1 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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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兰

《宁德地区档案志》自1990年初开始编纂，至今五年余，经

过地区档案局领导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工作，几易其稿，终于

成书，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是宁德地区自设福宁府以来，档案工

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区档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必将对今后我区档案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档案工作在封建社会和民国耐期，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机构

小，档案的数量不多，门类单一，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解放前

夕，国民党福安专署机关撤往台湾时，将重要的档案带走，余下

的被销毁，几乎没有留下民国时期福安专署和清朝以前的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闽东档案事业获得了新生，尤其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在档

案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档案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档案工作也由以往单一的文书档案，发展为

多门类、多载体的档案，改变过去只重保管的倾向，转变为重视

利用，注意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信息更好地为改革开放与

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并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我深信，通过广泛深入地贯彻《档案法》，实行依法洽档，

迸一步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我区

档案事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林恩翔

1 9 9 5年1 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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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宁德地区档案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

实事求是的观点，详今略古，如实记载闽东地区，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工作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止子1994年12月底，个别蘑要事硬

延至1995年。所载范围以宁德地区所辖区域为准。

三，本志以“横分类目，纵写历史，依时叙事"为编写原

则。志中纪年及数字写法以国家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四、本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宁德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和资

料，县级资料和数字以各县(市)档案局、馆提供的档案资料为

凭，部分来源于离退休老同志回忆录。

五、“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解放"指1949年闺

东解放。

六、本志结构分章，节，目、子目筹层次。为便于叙述，有

的节下无目或目下无子且。
、

七、本志的文体，除引文之外，一律用语体文。

八、福安，宁德改市前称县，改市后称市。乡(镇)，村名

称几经变更，按当时名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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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德地区位于福建省东部，俗称闽东。始建于元至元

二十三年(1286)，时称福宁州，州治今霞浦县城关。明洪武

二年(1369)改州为县，成化九年(1472)复为州。清雍正

十二年(1734)，升州为府。民国2年(1913)府废。民国23年

(1934)设立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治所在福安县城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8月改行政督察区

为福安专区。1968年4月，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

7月1日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迁驻宁德县城关。1971年7月1日

起改称宁德地区。自设福宁州至今，上下700余年，所辖县份几

分几合，曾经辖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连江、罗源，

古田、屏南、周宁、柘荣、政和、松溪等县。今辖宁德、福安，

霞浦、福鼎，寿宁、周宁、柘荣、屏南、古田9县(市>。

元、明时期，福宁州设有知州，州同知、州判等职官，由州

同知分掌档案事宜，各县则由主簿兼之。清代设立架阁库，各级架

伺库分别管理本级案卷。民国时期，各级地方政府设有管卷室管

理文件档案。民国27年(1938)2月，福建省政府制定颁发的

《修正福建省各县政府办事细则》规定“凡稿件经承办人员拟妥

署名盖章，送由科长初核秘文复核，再送县长刺行发文缮写后，

连同原稿送交校对用印，由收发处摘由挂号封发，原稿送交管卷

员归档"。“归档文件由管卷员依照本省政府保存档案规则切实

办理’’。可见，在民国时期，档案事业已初步形成，不仅有档案

管理人员，而且对文书和档案工作也作了具体规定。但由于战乱

1



等原因，目前各县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民国档案不完整，数量不

多。宁德地区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全是各县国民党所属机构睁

文书、诉讼、国税等档案，没有专区级政府机构的档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地委、专署建立档

案室。地委档案室属地委秘书科，专署档案室属专署秘书室。

1956年7月刘荣生参加省档案训练班学习，回来后筹备建立档案

馆工作。期间，地委秘书科、组织部、农工部、统战部、闽东报

社、党校及专署办公室、人事局、民委、公安处等单位也都先后

成立了档案室，配备了专、兼职档案员。1957年开始筹建地，县
档案馆。

1958年下半年，地委档案馆成立，由地委、专署双重领导。

档案馆址设地委办公楼，由刘荣生负责。档案馆成立后，开始接

收、收集地直机关永久，长期保存的档案，此后各县陆续建立档

案馆，到1960年柘荣县档案馆成立时，全区各县均成立了综合档

案馆。1961年1月，福安专署档案管理局成立，加强对全区档案

工作的管理和业务指导，档案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陷于

瘫痪。1968年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立秘书组档案室。

1977年6月，成立宁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档案管理馆，同年12y1恢

复地区档案管理局。1983年7月，撤销地区档案局，档案局业务

工作合并档案馆，档案局印章继续使用，档案局文件继续印发。

1984年11月，档案馆从福安迁入宁德新馆。1986年贯彻中委

[1985]29号文件，中共宁德地委、宁德地区行署决定恢复地区

档案局。各县也相继设立档案局机构。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署办

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根据国家人事劳动部、国家档案厨

《关于颁布地方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的通知》精神，地、县

档案馆相继增加编制，增配人员，扩大了档案局馆干部队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工作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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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档案工作一改以往着重为政治

工作服务的倾向，工作重点转向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为经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上来。

根据福建省档案局《福建省地，市，县档案馆业务建设要

求》和地、市、县档案馆定级升级的部署，1986年以来，我区

地，县(市)档案馆开展了定级升级活动，促进了基础与业务建

设，提高了档案的管理水平。“七·五”期间全区9个地、县

(市)档案馆，经省档案局考核批准为省一级档案馆。“八·五”

期间，地、县(市)档案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础与

业务建设，积极接收档案，丰富馆藏，扩大门类，抢救整理历史

档案，编制多种检索工具和资料汇编，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向社

会开放档案，提高了档案的利用率，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1994年12月宁德地区档案馆经省档案局考核，并批准为省

一级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实施，使档案工作走上了法

制的轨道，依法治档成为新时期档案工作的一个特点。1987年以

来，+地，县(市)档案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广泛

深入地学习宣传贯彻《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以及档案

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开展档案执法检查，提高了社会档案意识，

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地、县(市)档案部门加强对档案事业的宏观管理，认真贯

彻国家档案局制发的《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加强对机

关单位档案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监督。1988年开始在地、县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开展档案管理升级定级活动和档案质量检查制度，有

力地促进了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7档案的质量和管

理水平。出现了一大批省，地先进级档案室，使我区档案工作逐

步走向现代化管理的轨道。

1985年以来，还重视档案干部队伍建设，一方面配齐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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