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攀錾谶鬟蕊

霪鬻蒸；攀



档案志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



名誉主任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审

校

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秦如培

禄绍康

张吉勇

吴 勇

谭亚林

谌毅业

袁德琴

周遵富

安 宁

余大亮

李效敬

杨继红王同祥

李文德

宋丽丽

向义禹

李毕生

倪小兵

张基沛

聂华

王玉屏

杨新江

贾荣杰

黄光江

李克明

刘 军

潘圣群

张光奇王祺

唐光星

梁兴华

李文汉

王允铎

金国藩

史 迅

杨亚军

李绍武

刘祖平

肖会明

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定金国藩吴维轶

对 肖会明 饶艳兰 吴南剑 罗 静



名誉主任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审

校

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秦如培

禄绍康

张吉勇

吴 勇

谭亚林

谌毅业

袁德琴

周遵富

安 宁

余大亮

李效敬

杨继红王同祥

李文德

宋丽丽

向义禹

李毕生

倪小兵

张基沛

聂华

王玉屏

杨新江

贾荣杰

黄光江

李克明

刘 军

潘圣群

张光奇王祺

唐光星

梁兴华

李文汉

王允铎

金国藩

史 迅

杨亚军

李绍武

刘祖平

肖会明

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定金国藩吴维轶

对 肖会明 饶艳兰 吴南剑 罗 静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辑小组

(1988年)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马敏进

胡裕昌

刘发琼

胡裕昌

李吉光

胡裕昌

李吉光

谢明富盖艳秋

刘发琼高大玮黎明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编纂委员会

(2006年)

主任委员刘祖平

副主任委员 罗廷湘李龙舟

委 员 胡 湘 盖艳秋周晓茹 陈青 李萍

韩荣香黄德珍

主 编刘祖平

编 撰高承仁
●

●

参加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验收会人员

彭 刚 黄恺新周声浩伍启林钟莉 吕 勇

金国藩吴维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辑小组

(1988年)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马敏进

胡裕昌

刘发琼

胡裕昌

李吉光

胡裕昌

李吉光

谢明富盖艳秋

刘发琼高大玮黎明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编纂委员会

(2006年)

主任委员刘祖平

副主任委员 罗廷湘李龙舟

委 员 胡 湘 盖艳秋周晓茹 陈青 李萍

韩荣香黄德珍

主 编刘祖平

编 撰高承仁
●

●

参加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验收会人员

彭 刚 黄恺新周声浩伍启林钟莉 吕 勇

金国藩吴维轶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辑小组

(1988年)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马敏进

胡裕昌

刘发琼

胡裕昌

李吉光

胡裕昌

李吉光

谢明富盖艳秋

刘发琼高大玮黎明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编纂委员会

(2006年)

主任委员刘祖平

副主任委员 罗廷湘李龙舟

委 员 胡 湘 盖艳秋周晓茹 陈青 李萍

韩荣香黄德珍

主 编刘祖平

编 撰高承仁
●

●

参加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验收会人员

彭 刚 黄恺新周声浩伍启林钟莉 吕 勇

金国藩吴维轶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毕节地区档案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史实记人上限始自事类发端，下限至2005年。

三 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11月28日毕节城解

放之前、之后。记述大事记时，下一条大事发生时间与上一条大事发生

时间相同时，用“△”指代时间。

四 地名按历史记载，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单位称谓第一次用

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用简称。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毕节地区档案馆，部分资料来源于各县

市档案馆和地直有关单位。

六本志统计数据，一般采用地区档案局《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统计

年报》数字及地、县市档案局工作报告和有关文件的统计数据。



▲20世纪60—80年代毕节地区档案馆。

卜1992年建成投

入使用的毕节地区

档案馆．

▲20世纪50年代中共毕节j

委、毕节专署档案室。

p

群
．．毕节地区}

案馆库房密集架；



卜毕节地区档案局局

长刘祖平(左)，副局长

罗廷湘(中)、乍龙舟

(右)检查档案馆库房

．．1992年2月，召开毕节

地区档案法制工作会议

▲ 1960年2月16口，参加毕节专区十j案】一作织金现场评比会的全体人员合影。

2

卿邋孺婴篷鳖黧雕壁



’1984年12月，参加

毕节地区科技档案T作

座谈会议的全体人员合

影。

卜1992年10月，参加

贵阳、遵义、哔节第j次

档案协作会议的全体人

员合影。

●1985年12月，参加

毕节地区档案局馆长会

议的全体人员合影。

．．1985年6月，参加毕

节地区地直机关及部分县

直属单位文书档案人员培

训班的全体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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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8 H，参加牛节地区档案业务培训班的全体人员合影

Iu山△—_
卜 毕节地区档案馆

馆藏的中共毕节地委

档案。

．．毕节地区档案馆馆藏

的毕节地区行署(毕节专

署)档案。



．．毕节地区档案馆馆藏的

彝文档案。

●毕节地区档

馆藏的民国毕节

公署档案。

．．毕节地区j

馆馆藏图片档

图为民国年

(1945)9月9日

应钦代表中国j

在南京中央陆：

校大礼堂接受

200万日军投瞄



卜坼藏阁片梢案

【割由K罔贵州省参议

会成妒大会全体人员

合影

f蓄t

卜馆藏罔片档案二阁

为195 J年10月3l 13．毕

节区首膈政}卉协商委员

合影

● 馆藏罔片档

案，罔为牛节区

第一届政府委员

合影

●2007年4月27

口，参加《毕节地区

忠·档案志》审稿会全

体人员：前排左起：孝

龙舟、刘租、r、码敏

进、金国特吴维轶、

胡裕吕、高承f一，第二

排左起：螗德珍、范元

琼、李萍、罗廷湘、肖

会明、周晓茹、陈青．

第一排左起：宋昭春、

申开符、杨正先、胡

湘、喻先、盖艳秋?



序

档案是人类的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人们认识和

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档案工作是维护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

是记录、研究社会发展历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

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区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毕节地区的档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档案干

部队伍不断壮大，档案事业机构日臻健全和完善，形成了以地、县(市)

档案局为中心，档案馆为主体，档案室为基础的档案管理体系。档案馆

库建设面貌一新，地区和各县市9个国家综合档案馆新馆先后建成。档

案资源建设力度加大，馆藏档案日益丰富，至2005年，全区地、县(市)

档案馆馆藏档案达29．91万卷，馆藏资料12．46万册。档案基础业务建

设取得长足进步，档案事业管理步入法制化、规范化、信息化轨道。开放

档案为社会提供服务取得显著成效，1996---2005年全地区9个国家综

合档案馆提供利用档案27．72万卷次、2．49万人次，为全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毕节地区档案事业的新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档案事业

必将有更大的拓展空间。毕节地区的档案事业在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中，

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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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档案志

《毕节地区志·档案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毕节地区档案事业的历

史和现状。全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广收博采，精慎选材，结构严谨，层

次分明，语言朴实，行文流畅，可读性较强，对资治当代，存史后世，教育

后人，当大有裨益。《毕节地区志·档案志》的编写成书，是一件有意义

的事。

是为序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宋丽丽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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