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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热镊化壤囊IⅡ弗罐 尊患一

《怀化地区档案志》经过编者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崎不懈努

力，胜利告竣。付梓出版了。这是我医档案事业的一项重大的基

本建设，是一项专门性质的著述。它详今略古，纪实束真，补史

之缺，参史之错，．详童之珞。鳞史之无，对我区档案事业的发展
将起着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 ‘

建国前，怀化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官匪横行，社会动荡，

档案的管理条件简陋，管理方法简单，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

和人为的损毁，使档案遗到严重破坏，遗留下来的历史档案残缺

不全。那个时代根本谈不上对挡案事业的规律进行探讨和论述。

建国后，档案事业迅速发展。新建档案馆16个，库房面积

1286G平方米，馆藏达到41万多卷，档案管理初步实现了标准

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并广泛开痿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为档

案部门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真实而可资征信

的依据，在各项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欣逢盛世，编纂档案志，追溯历史，鉴古观今，是档案事业

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怀化山区开放开发试验区建设以及编写地

区区志的需要。编纂档案志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整理历史资

料，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把宝贵的

档案学遗产传给后代，使之源远流长，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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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的。

地区档案局对专业志的编写十分重视．他们采取领导，编写

人员与群众三结合的编纂方法，墼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来认识档案事业，使志书充分体现7专业志灼专门性

和独特性，反映了事业的变化，事业的水平，事业的发展条件和

规律J讴歌了档案_工作人员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埋头苦干，刻

苦攻关，勇于创新的奉献精神和辉煌业绩I全面地记述了我区档

案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为档案事业建设维出了巨大贡献．可钦可

敬，因特表而出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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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怀化地区档案志》是记述怀化地区档案事业的历史和

现状的专业志。

二，本志上限始自清末，下限至199 c年。

三、体例：以时为经，以专业为纬，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以横为主，分章，节为序。节以下，按一、(一)为序排列。垒

志共8章，23节。

四，体裁；取志，记、传，录、图，表等综合体载，陟文为

主，图文并茂，语言以语露文为主。

五、称谓；清代称“清”，中华民国称“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前后，称“建国前”、“建国后一。 ·

六，纪年：以公元为准，1949年以前用当时年号，同时在括

号内注明公元年度。
’

七、照片，图表分别附予各章节之中，不统一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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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 5 1年

会同专署(设在芷江)，在“上半年来保密工作总结报告”

中提出地，县市秘书室都要逐步建立健全文书档案收发，保管制

度。
1 、

'

‘

1 9 5 4年

4月28日 黔阳专署保密委员会制订印发《黔阳专署机关保

密暂行规定》，将档案列入政府机关保密范围。

1 g 5 5年

10月20日 地委清理敌伪政治档案办公室发出通报，要求各

县加强领导，加快清理敌伪政治档案的工作的步伐。据u月23日

统计。全区巳收集“敌伪挡案”34000多市斤，造册登记的达

88000多件(卷)。 ．

12月t7日 中共黔阳地委批转《地委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工

作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

1 9 5 6缸 、

5月 成立中共黔阳地委档案室，定编2人。

． 5月19日 地委批转地委办公室。关于当前文书档案工作的

几点意见”。要求各县在撤区并乡之时，务必搞好区、乡文书档

l



案的清理、移交工作，以防档案遗失。

8月4日 地委办公室发出“关于会同县委档案室失火烧毁

档案材料的通报。”

8月设立专署档案室，定编2人。

9月3日地委办公室召开各县(市)委办公室主任会议，

确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管机关文书，档案、保密、信访工作。

tOJ926日地委批转地委办公室“关子在地委机关推行文书

处理部门立卷初步规划”。

u月13日 地委办公室召集地专机关和各县(市)从省参加

第二翔档寨训练班回来％26名档案干部座谈会。讨论全区文书档

案工作规划，参观地委办公室稚农村工作部推行文书处翌部门立

卷☆j试点。

1t月17日 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认真贯彻执行圈务院关

于加强裆索工作的决定和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精神，使全区

文书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2月30日 专署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市人委会秘书室设立档

案室，配备专职干部至少2人。各级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亦

应建立和健全档案工作。

1 g 5 7年
’

2月9日 专署发出通知，要求地区商业局、供销社、服务

局在机构撤销之对，认真做好档案移交工作。

2月25日专署制定机关内部几项制度的规定。要求加强文

书档案工作，做蓟有文必须办，办完后必须及时接规定立卷归

档，防止文件的混乱，遗失。

5月31目 中共黔阳地委印发“关于加强秘书工作艏若干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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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试行稿)”，要求各县抓紧清理开国以来的积存档橐和收集

“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历史档案．

10月14日 地委夺公室和专署秘书室联台行文，提出“关于
当前收集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昀几点意见”。

l 9 5 8年

1月7日 专署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在干部下放对应注意清

理档案的通知，提出下放干部时应注意收集清理文件，以保证文

书档案的完整性。

3月22日专署发出a关于迅速开展清理积存档案的指

示4，要求9月以前完成建国以来积存档案和旧政权档案§j整理

任务。

． 6月17日至18日 地委，专暑办公室联合召开地专机关秘书

档案工作会议，传达省档案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贯彻落实“以利

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

8月t0日至t3日 地委办公室与专署办公室联合在黔阳县召

开档案工作现场评比会议，黔阳县档案工作被评为全区t强红旗。

9月25日 地委、专署办公室提出“关于人民公社文书档案

工作灼意见”。 ．

同日，地委，专署办公室和地委宣传部发出“关于配台国庆

节大收革命历史档案的紧急通知”。

10月9日 地委召开全区关于做好档案工作．’印电话会议，地

委秘书长孙诚在讲话中提出四点意见：(一)要多快好省地办好

档案事业，放出“挡案卫星”，争夺全省冠军，(二)建立好县

档案馆，配备好干部，(三)大力编资，搞好利用，要求3个月

内全区共完成309万件编资任务}(四)各县每3天向地委办公



室汇报一次编资进度。

t0月14日 《群众报》报道黔阳县建立档案馆，尉县长扬宗

松兼馆长，配专职干部3人。

u月10日省、地档案联合检查团去黔阳县检查指导工作。

l 9 5 9年

2月21目至24日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经验交流和先进工作者

评选会议，各县委、县人委办公室负责同志，县档案馆负责同

志，档案先进工作者，先进单位代表，以及地直机关秘书科和档

案干部参加了会议。
‘

3月7日 地委批转地委办公室和专署办公室关于全区1958

年档案工作的总结报告，肯定了全区档案工作的成绩。

3月 专署档案管理科总结印发全区开展档案工作的基本经

验等12个材料。
’

6月27日至7月1日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议，各县，市委

办公室主任、县档案馆负责人和地直机关各部门秘书科长，档案

人员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

经验交流会议精神，讨论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问题。

6月易延信(地委办秘书科副科长)、欧安忠(黔阳县档

案馆干部)、周企石(溆浦县江东公社秘书)光荣出席中央召开

的全国档案资料先进经验交流会。
’

8月9日 地委批转地委办公室，专署办公室关于全区档案

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9月9日 专署档案科批转黔阳县档案馆“关于检查黔阳县

直属机关1 958年前立卷归档情况的报告”。

9月中旬 召开各县档案馆专职副馆长座谈会议，专门研究

4



如何把塑顿、巩固和提高档察馆工作引向更加深入蝗问题。

{1月29日 经省编委批准，正式成立黔阳专署档案管理科。

11fJ 3,0目_至123 5 Et分别召开地专机关档案室莉各县档案
馆工作座谈会。

． 12月26日

理科”印章。

12月28日

几中全会精神。

地蚕、专署通知正式启用“黔阳专员公署档案管

地委批示，要求各级档案工作必须深入贯彻八届

l 9 6 0年

1月5日 专署档案科转发安江纱厂“关于开展技术档案资

料整理工作请况和今后工作意见一。

1月6日 专署档案科将地专机关划分为一，二，三．四个

档察工作竞赛协作组，开展“大插红旗为评比竞赛活动”．

1胄13日 地委、专署发出“关于召开全区第二次档案工作

现场评比会议的通知’，组织全区档案工作继续全面大跃进。

1月21日 专署档案科印发“黔阳专区1960年档案工作规

捌”，提出四项任务：(一)大力开展档案利用工作j(二>搞

好裆亲馆基本建设，(三)抓紧档案干部培训和业务辅导，

(四)全面整顿．巩固，提高机关档案室和人民公社档案工作。

1月22日 专署档案科印发“黔阳专区1960年技术档案工作

计划”。提出19C0"年全区技术档索工作；勺主要任务是：切实加强

对技术裆案工作为领导，积极作好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

定，利用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创造良好∞服务条件，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

2月26日至29日地委办公室在沅陵县召开全区档案工作现

5



场评比会议。听取丁沅陵县档案馆的经验介绍，交流各地的经

验，会议评选沅陵、黔阳两县为先进县，表扬41个先进单位}1129

个先进工作者。到会全体代表还向全省档案工作者发出开展档案

工作竞赛倡议书。 ．

6月13日至16日 地委办公室在安江纱厂召开全区技术档案

工作现场会，交流安江纱厂技术档案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

众路线，搞好科学管理∞经验。

9月10日地委办公室发出文件，贯彻省委批转省档案局

“关于清理和调整档案干部队伍的报告昀几点具体意见”，要求

结合“三反”和保密大检查，对全体档案干部进行一次清理和调

整。

儿月1日 地委办公室转发黔阳县委办公室“关于文书档案

工作检查评比情况及今后意见”，要求各县也能开展一次这样的

检查。
。

12月9目 地委批转专署档案科“关于当前档案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今后意见灼请示报告一，明确提出四点意见：(一)各

县档案馆应留一名得力干部管好档案业务I(二)集中力量完成

1960年文件归档任务和下一年案卷类目的编制工作}(三)1961

年灼档案工作要切实打好基础，要服务于保粮，倮钢，多样化利

用；(四)各县要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工作总结。，

1 9 6 1盎

2月1日 专署档案科向地委和省档案局报告1960年全区档

案工作情况，主要内容有。(一)加强馆，室内部建设，健全各

项工作制度}(二)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三)调

整，训练档案干部队伍，(四)开展技术档案的收集，整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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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五)参加编史修志。
1

3月21日地委批转专署档案科“1．961年全区档案工作意见

的报告”。其主要任务是。加强档案馆室建设，继续抓紧技术档

案静收集整理工作，积极做好上半年文书立卷归档和196绰案卷
类目的编制工作，及时进行公社体制调整后的档案移交。

3月22日 专署档案科转发了通道县委“关于公社、大队体

制调整中文书档案材料处理意见的报告”。

8月28日 省档案局转发黔阳专署档案科“关于196挥全区
档案工作意见的报告”。r ．

。

4月13日 地委转发辰溪县委批转县档案馆“关于当前档案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地委批示t各县委要进

一步贯彻省委和地委关于搞好1．96 t年档案工作盼意见，加强楮案

干部灼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作风。并对整风整社运

动中形成的档案作了具体指示。
’

5月1．5El 专署档案科提出“关于当前档案工作的几点意

见”。 。、 ’

：

‘ ；。
6月6日 专署档案科总结“对省196 1年档案工作纲要贯彻

情况”。
。

8月1日专署办公室向专署各直属单位发出“关于收缴

t961年以前以专署名义发出的发文底稿的通知”。规定凡是以专

署名义的发文底稿，应统一集中到专署办公室保管，立卷存档，

纠正以前由各承办单位分散保管舱做法。

8月23日地委转发黔阳县委批转县档案馆“关于雷峰公社

档案工作混乱情况的报告”。 ，

l 9 6 2年 。 。．

5月tOEl 专署档案科提出“关于作好精简机构工作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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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档案资料收集处理意见”。

5月18日 专署档案科转发通道县人委批转县档案馆“关于

县财政局和双江公社乱丢文件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1

6月1日 省档案局对辰溪县档案馆请示报告批复，强调在

调整档案机构中仍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

通知的规定。

6月t4日至18日 全区技术档寨工作现场会在安江纱厂召

开．
’

-

7月21日省档案局对沅陵县“关于精兵简政中对关，停，

并、撤机构档案资料移交方案请示报告”提出意见。+

12月4日 省档案局转发《中共辰溪县委办公室关于辰溪县

直属机关秘书档案工作会议纪要”。 ‘

’

l 9 6 3年

1月31日至2月9日 专署档案科组织培训各县档案馆专职

干部和地专机关档案人员，共50人，主要学习与传授文书档索工

作的基本知识。
’ 7‘

3月1日至23日 按省委办公厅通知，地委指示，专署档嘉

科从地委办公室，公安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商业局、稂食局

辱单位抽调8名干部，由李永凡同志负责，对顾湘西区党委，行

署及各直属机关共24个单位沟积存零散档案进行全面的收集清

理，共立案卷338个，另有《湘西日报》25本，个人档案94袋，

移交给省档案馆，为党和国家保存一批宝贵的历史财富。 ．．

3月22日 地委办公室转发会同县委批转县委办公室“关于

迅速开展档案工作的意见。4

6月24日专署印发“公文处理办法(草案)的通知”。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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