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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 《石家庄市档案志》是记述石家庄市，市城建档案馆，+

井陉县、获鹿县，栾城县，正定县，井陉矿区，石家庄市郊区，

新华区、桥西区，桥东区、长安区有史记载档案工作以来至1992
7

年档案工作的专业志书。
’

．

， 二本志市级档案工作以其机构的设立及职能变化为基础设

章立节，力求能历史的全面的反映特定环境中档案工作的建立、

发展、变化，从中探寻其规律。如19 59年3月建立石家庄市档案

馆前，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室分别对党、政系统的档案工作负

有业务指导、建规立制，专业培训的职能，故此收在机关档案室

一章中。如收在市档案馆，局中则不符合历史，因为馆、局都还

’未建立。其中章，节的设立，基本上也是这个构思。

三编者见到的方志，专业志，都未将“会议"作为一个独

立的内容加以记述。编者认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档案工作的方

二 针、政策、计划大都是通过会议的形式传达：部署的，是一项重

I、耄豫于耄嚣盏激奎篙言燃慕撼
。 补志书中记事不叙因的弊病。

四档案工作的根本日的在于利用。本志为此在有关章，

节中选介了一些利用实例，供读者阅读，以鉴评档案工作的作

用。
‘

，

‘
、



序⋯⋯⋯⋯“·“““””⋯”⋯⋯⋯⋯⋯“⋯·⋯⋯⋯⋯⋯···(1_)

概述⋯⋯⋯⋯⋯⋯⋯⋯⋯⋯⋯⋯⋯⋯⋯1 0 O OD⋯⋯⋯⋯(3)

大事记⋯⋯⋯⋯⋯⋯⋯⋯⋯⋯⋯⋯⋯．．．⋯⋯⋯⋯⋯⋯⋯(29)

会{义⋯”””⋯“·”·olo oeo o oe!-4⋯⋯⋯一⋯⋯一“⋯⋯⋯⋯⋯(48)

第一章新中国建立前的市、县档案工作⋯⋯⋯⋯⋯⋯(61)

第一节石门市⋯⋯⋯⋯⋯⋯⋯⋯⋯Q O 0 i⋯⋯⋯⋯·(61)

第二节井陉县⋯⋯⋯⋯⋯⋯⋯”⋯·I I⋯⋯⋯O I··(63)

第三节获鹿县⋯．．．⋯⋯⋯⋯⋯⋯⋯⋯⋯⋯⋯⋯⋯(67)．

第四节栾城县⋯⋯⋯⋯⋯⋯⋯⋯⋯⋯⋯⋯⋯⋯⋯(69)

第五节正定县⋯⋯⋯⋯⋯⋯⋯⋯⋯⋯⋯⋯IIl QII⋯(71)

第：章机关档案室、科⋯⋯⋯⋯⋯⋯_⋯⋯⋯⋯⋯⋯(73)

’第一节工作机构⋯⋯⋯⋯⋯⋯⋯⋯⋯⋯⋯⋯⋯⋯(73)

第二节文书档案的制度建设⋯⋯⋯⋯⋯⋯⋯⋯⋯(78)

第三节文书档案的整理⋯⋯0 0 0 0 0I⋯⋯⋯⋯I OnI·O⋯(84)

第四节文书档案的利用⋯⋯⋯⋯⋯⋯⋯⋯⋯⋯一(92)．

第五节。业务指导··⋯⋯⋯⋯⋯⋯⋯⋯⋯⋯⋯⋯⋯·(103)

第六节专业培训⋯⋯⋯⋯⋯⋯⋯⋯⋯⋯⋯⋯⋯⋯(105)

第七节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档案工作的上等升

，

’

’． 级”““⋯⋯“一⋯⋯⋯“⋯⋯⋯···⋯⋯⋯⋯(106

第三章科学技术档案⋯⋯⋯⋯⋯⋯⋯⋯⋯⋯⋯⋯⋯⋯(117

第一节工作机构⋯⋯⋯⋯⋯⋯⋯⋯⋯⋯⋯．．．⋯⋯(117

第二节制度建设⋯⋯⋯⋯⋯⋯⋯⋯⋯⋯⋯⋯⋯一·(126
●

· 1 ’

l

—

jk

k
Y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收集、整理、保管⋯⋯⋯⋯⋯⋯⋯⋯⋯⋯(127)

第四节科技档案、资料的利用⋯⋯⋯一⋯⋯一“⋯(130)

第五节企业档案管理升级⋯⋯⋯⋯⋯⋯⋯⋯⋯⋯(138)

第四章石家庄市档案馆⋯⋯⋯⋯⋯⋯⋯⋯⋯⋯⋯⋯⋯(151)

第一节工作机构⋯⋯⋯⋯⋯⋯⋯⋯⋯⋯⋯⋯⋯⋯(151)

第二节制度建设⋯’⋯⋯⋯⋯⋯⋯⋯⋯⋯⋯⋯⋯⋯(155) ．

第三节收集，整理、保管⋯⋯⋯⋯⋯⋯⋯⋯⋯⋯(163)

第四节利用工作⋯⋯⋯⋯⋯⋯⋯⋯⋯⋯⋯⋯⋯⋯(173) ■
．第五节编研工作⋯⋯⋯⋯⋯⋯⋯⋯⋯⋯⋯⋯⋯⋯(176)

‘

第六节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188)

第七节经费的管理使用⋯⋯⋯⋯⋯⋯⋯⋯⋯⋯⋯(192)

第八节上等升级⋯⋯⋯⋯⋯⋯⋯⋯⋯⋯⋯⋯⋯⋯(194)

第五章石家庄市档案局，处⋯、⋯⋯⋯⋯⋯⋯⋯⋯⋯⋯(203)

第一节工作机构⋯⋯⋯⋯⋯⋯⋯⋯⋯⋯⋯⋯⋯⋯(203)

第二节制度建设⋯⋯⋯⋯⋯⋯⋯⋯_．．，⋯⋯⋯⋯(207)

第三节业务指导⋯⋯⋯⋯⋯⋯⋯⋯⋯⋯⋯⋯⋯⋯(213)

第四节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215)
‘

附；石家庄市职业中专学校⋯⋯⋯⋯⋯⋯(220)

第五节档案专业职称评聘⋯⋯⋯⋯⋯⋯⋯⋯⋯⋯(221)

第六节财政使用⋯⋯⋯⋯⋯⋯⋯⋯⋯⋯⋯⋯⋯⋯(224) ．

第六章协作小组和石家庄市档案学会·d．1 a·J：⋯⋯⋯⋯·(228) ：。0

第一节协作小组⋯⋯⋯⋯⋯⋯⋯“：⋯⋯⋯⋯⋯⋯(228) ．’一一、。

第二节档案学会⋯⋯⋯⋯⋯⋯⋯⋯⋯⋯⋯⋯⋯⋯(237)
。

第七章石家庄市城建档案馆⋯⋯⋯⋯⋯⋯⋯⋯⋯⋯⋯(240)，

笫八章会计、农村档案⋯⋯⋯⋯⋯⋯⋯⋯⋯⋯⋯⋯⋯(245)

第一节会计档察⋯⋯⋯⋯⋯⋯⋯⋯⋯⋯⋯⋯⋯⋯(245)

第二节农村档案⋯⋯⋯⋯“．．．⋯⋯⋯⋯⋯⋯⋯⋯·(250)’
●

、
一

● ●

，

、

· 2 ·



第九章．县，区，村，镇档案工作简述⋯⋯⋯⋯⋯⋯⋯(252)

． 第一节井陉县⋯⋯⋯⋯⋯⋯⋯⋯⋯⋯””⋯⋯⋯”(252)
． 第二节井陉县微水村档案内容简介⋯⋯⋯⋯⋯⋯(258)

第三节获鹿县⋯⋯⋯⋯⋯⋯⋯⋯⋯⋯⋯⋯⋯⋯⋯(263)

．第四节获鹿县获鹿镇⋯“i⋯⋯⋯⋯⋯⋯⋯⋯⋯⋯(270)
J 第五节栾城县⋯⋯⋯⋯⋯⋯⋯⋯⋯⋯⋯⋯⋯“⋯·(275)

，。

’

第六节正定县⋯⋯⋯．．．⋯⋯⋯⋯⋯⋯⋯⋯⋯⋯⋯(279)

_!、 第七节石家庄市井陉矿区⋯⋯⋯⋯⋯⋯⋯⋯⋯⋯(286)

第八节石家庄市郊区⋯⋯⋯⋯⋯⋯⋯⋯⋯⋯⋯⋯(289)

第九节石家庄市新华区⋯⋯⋯⋯．，．⋯⋯⋯⋯⋯⋯(294)
、 第十节石家庄市桥西区⋯⋯⋯⋯⋯⋯⋯⋯⋯⋯⋯(297)

一 第十一节石家庄市桥东区⋯⋯⋯⋯⋯⋯⋯⋯⋯⋯．(302)

第十二节石家庄市长安区⋯⋯⋯⋯⋯⋯⋯⋯⋯⋯(307)

第十章部分企业档案工作⋯⋯⋯⋯⋯⋯⋯⋯⋯⋯⋯⋯(312)

第一节石家庄市第一制药厂⋯⋯⋯⋯⋯⋯⋯⋯⋯(312)

第二节中国化工石油总公司石家庄炼油厂⋯⋯⋯(318)

第三节石家庄第一棉纺厂⋯⋯n⋯⋯⋯⋯⋯⋯⋯-(325)

第四节石家庄钢铁厂⋯⋯⋯⋯⋯⋯⋯⋯‰⋯⋯⋯(332)

： 第五节石家庄化肥厂⋯⋯⋯⋯⋯⋯⋯⋯⋯⋯⋯⋯(348)

一
． 第六节石家庄拖拉机厂⋯⋯⋯⋯⋯⋯⋯⋯⋯⋯⋯(360)

。 第七节石家庄热电厂⋯⋯⋯⋯⋯⋯⋯⋯⋯⋯⋯⋯(363)、

， 第八节电子工业部第五十四所⋯⋯⋯⋯⋯⋯·?⋯·(370)

第九节北方设计院⋯⋯⋯⋯⋯⋯⋯⋯⋯⋯⋯⋯⋯(372)

后记⋯⋯⋯⋯⋯⋯⋯⋯⋯⋯⋯⋯⋯⋯⋯⋯⋯⋯⋯⋯⋯⋯(378)



＼

序

《石家庄市档案志》是一本上自秦汉时期井陉、获鹿，栾城、

正定，下]至1992年石家庄市区域内档案工作的专业志书。

档案工作是自有文字、国家以来一项不断发展的事业．它以

真实的记录人类社会活动的足迹，科学的保管有价值的档案资

料，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服务的特性而区别于其它事业。知古益

今，鉴往效兹，档案是一个重要条件。如了解、研究20世纪初到

中叶石家庄由一个村而发展成为现在的～个近代工业城市，没有

保存记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的档案资料，就可能史立不准，貌言

不清。反之，如档案资料齐全，石家庄市昨日的面貌清晰可见。
‘

成功的经验可用于今，失败的教训可避其再。古今有远瞻卓识

者，都十分重视档案工作，绝非偶然!

然档案志意在记述档案工作发展变化的过程。编者着力通过
‘

C石家庄市档案志》再现石家庄市档案工作的以往足迹，并从中

得到有关的启示。
’

裆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科学性很强的文化事业。

从夏，商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发展到当今的全国县以上几千

个行政管理部门、档案馆和无数的档案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档

案工作队伍。就其记言叙事的载体，从甲骨、金石、简牍、缣

帛、纸张到音像。就档案学的形成看，中华民国30年代即奠定了

基础。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重视档案事业的

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管理机构，谋策全国

乃至一个地方的档案事业的方针、政策，工作目标。全国县以上



行政区域建立了收集，保管，利用档案的档案馆。档案馆做为档

案事业的主体，使档案事业的大厦越显辉煌。而作为支撑这座大厦

的各级机关档案室，其基础作用越来越坚实。与此相适应的是档

案专业教育、档案科学研究也在蓬勃的发展。档案局、档案馆、

档案室，教育与科研，组成了中国档案事业的全面布局。四个轮

子，推动着中同档案事业滚滚向前。就石家庄市而言，这四个铃

子都在不停的转动着。
。

我赞成吴宝康教授关于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为一

方，‘与利用工作为另一方是档案工作基本矛盾的论断。没有前

者，就不可能开展利用。不开展利用，收集等等也就失去意义。利

用或者说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般

说来，利用是这一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档案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

部，日常工作尽管有多少件，+无论如何不能忘掉这个基本的矛

盾。《石家庄市档案志》，所记述的内容，细心的读有若能研究一

下，一定会发现：什么时候档案工作抓住了利用这一基本矛盾的

主要方面，以带动其它方面，整个档案工作就会充满生机，得到

领导的重视和社会的赞誉；什么时候忽视这个基本矛盾的主要方

面，整个档案．丁．作就显得单凋、没有生机。守摊、看门既得不到

领导的重视，也引不起社会的青睐而冷冷清清。所谓牵—发而动

全身。一发不牵，全局滞呆。借《石家庄市档案志》出版之机，编

者说几句老话以为序。愿石家庄市的档案工作在大力开发档案信

息资源，紧紧为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方面服务中走在全省的前

边，并以此带动整个档案事业的发展。

周红妮

， 1995年3月18日



、

述

今入谓之档案，远古虽无其名，其实已存。文字的产生，为

档案的发端提供了条件，国家机构的建立，开辟了档案事业的先

河。
’

，

档案记载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变化的

真实过程。它之所以在世界各国赫赫然而存在，是因为人类社会

的发展需要总结、认识自己的昨天，谋划策计自己的今天，预测勾

勒自己的引天，而昨天，今天的面貌何样?就需查找记载前天、

今天真实面貌的档案。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风土人

情或此同彼异，或彼同此异，而档案～业却彼此相同。只要人类

社会向前发展，档案事业只兴不衰。

中国档案的发端，有史可盎者，滋予夏代的甲骨载体，距今

已4 500年。商期的国家机构较为完备，掌管档案工作的是“巫’’，

l史”，并保存在当时视为不可侵犯的宗庙之中。周朝的档案种

类已有图版、谱牒、诰誓、政典等。其载俸多用竹、木。中央机

构已有专职史官，世代相传，亦称“世官，，。为妥善保管档案，，

周代始将文本分为正本、副本。副本由中央史官保存，正本由宗

庙藏之。经春秋各诸侯国相互兼并，至战国进入封建社会，所谓

由万国存千八之说。再经战国期间的强夺弱失，秦灭六国，周朝

终亡。秦置郡县，汉承秦置。县设令，承、尉、主簿。主簿职掌

县衙的簿册典籍，即今之档案。此乃档案工作由中央到地方机构

均设主管档案一职之发端。井陉、石邑(今获鹿)，东垣(真

定、正定)、关县(今栾城)均设县制。但奄各县县志，主簿一



职的记载，正定五代始，至清代历有所记。井陉、获鹿阴以后，

栾城唐以后，至清代，有些记载。主簿一职为正九品。

·档案立卷始自西汉，设兰台，东观为档案保管处所。东晋安

帝(约公元400年)太尉桓玄令全国。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

简者，宜以黄纸代之”。此乃档案载体由缣帛转而用纸代替之

始。唐朝档案首建甲库，专门保管人事档案。在其它制度方面，

唐朝亦进一大步。唐代建立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仿今之档

案收集范围。还制定了归档、鉴定、销毁、保管方面的规定。到

了宋代，突出的是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都建立了专门保管裆案

的架阁库。清代设置了档案工作机构——档房，工作人员大都是

满人。
‘ 。

井陉，获鹿、栾城，正定四县档案馆无甲骨、简竹，缣帛档

案。金石档案四县数量不等，但都存有。有些碑碣虽下落去处不

清，但各县志将碑文内容复印下来。正定隋开皇六年(公元586

年)龙藏寺的碑文为早者。井陉县有价值的碑文为清康熙27年

(公元1688年)的《确考汉淮阴侯背水库处碑记》。此碑文三千

余字，列举诸家言说，经考证，确认韩信破赵之背水一战处所在

今微水村二带。获鹿县存有清朝诰命二折．较珍贵。四县档案馆

均有明、清时期的县志本。正定县档案馆存有《正定府志》一套

10本。这些志著，是了解各县，府历史的珍宝资料。倘若没有这些志

书，四县的历史便是模糊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档案、资料，

就等于没有历史。
‘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在公文程武上革除了制，诏、诰、敕、奏、‘表、笺。

公布了新的《公文程式》，以令、咨、呈、示为标准。在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提出文书档案连锁法，类似今日所说文档一体化．在档案学

的研究上，三十年代还出版了《县级档案管理法》一书。在推行

行政效率改革运动中，国民党政府把档案的收集、保管正式列入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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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政府的组织法中。民国19年(公元1930re)7月7 El公布的

、《县修正组织法》中，在秘书领导下的第二科就负有。编存档

案，，的职责。 ，

’

中华民国时期．井陉、获鹿、栾城、正定四县部分档案，本

县无藏，存在石家庄地、市档案馆中。石家庄地区档案馆所藏四，

县档案是上级要求交上来的。石家庄市档案馆所存四县档案是从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复制进馆的。石家庄市这个时期的

档案计528卷，是1947年11月1 2日解放后收集起来的，主要内容

为1946年到1947年11月间国民党石门市党、政，军、警’等方面

的档案。另一部分是从南京复制进馆的近600件档案材料。这部

份档案自1912—1947年，记述了自辛亥革命至1947年11月被人民

解放军解放35年闻的某些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后，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和保管。

1926年7月就成立了中央秘书处负责中央机关的档案工作，同时

规定各级党组织的秘书负责本级的档案工作。1931年中央制定了

《文件处置办法》，对文件的归档，整理、鉴定、保管的原则与

方法做了规定。石家庄自1925年建立中共特支以及以后建立的中

共石家庄市委、中共石门中心市委、中共直中特委，以及井陉、7

．获鹿、栾城、正定四县的中共组织等，在土地革命战争对期大都

曲书记掌管文件，与上级党组织的文件传递有交通员，巡视员完

成。进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各级党组织-政府的秘书
· 负责档案工作。这个时期的档案，石家庄市，井陉县，获鹿县、栾

． 城县．正定县的档案馆，都存有各级党、政组织所形成的档案。

石家庄市档案馆300余卷，井陉县191卷，获鹿县86卷，栾城县

52卷．正定县22卷。 ，

石家庄市1947年11月12Et解放后，曾于11月14日布告各界，

～完整的保存国民党政府的档案，待市人民政府接收。但由于准备

工作未能跟上，不少档案流失。尤其是国民党石门市政府的机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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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石门日报》，几乎无一张页。这对于了解石门市的历史是很

大的缺口。致使市档案馆不得不从1991年开始，以高昂的代价到
”

外地复制。i ．

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1947年11月1 3日后陆续开始办公。

时，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尚未成立。市委、市政府直属中共华北

局、华北人民政府领导(1948年5月前归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 ，

察冀边区政府领导)，此时的上下行文程序、文件保管皆按照华

北局、华北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且党、政档案分开管理。档案工 t

作均属于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市委办公室由材料

科、市政府由办公室的文牍股、科具体实施。属文书工作的范

围，由秘书职掌j对文件的保管要求，最早的是在1947年12月24日

《中共石门市委秘书处关于党内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所．

提出。此通知要求： “凡党内文件，无论中央局或市委编印的，
“

每个单位及每个同志，都要拿出对党内文件高度负责的精神，很

好保管，将来，邵要定期收回”。正是由于市委的及早规定，才使石

家庄市1947、11～1949、1 O时期的革命历史档案得以较完整的保存

下来。目前市馆存有此二年问的革命历史档案三百余卷。比较完

整的反映出石家庄市委，一市政府的各项活动。对于了解、研究全

国第一个解放较大的城市的城市建设之经验教训，留下了十分难

得而珍贵的资料。有些甚至是孤本。如时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 。

奇1947年12月16日对石门市工作的指示，只市馆存档一份。还有 ，

1949年2月的城市大凋查的档案资料，不只是反映了石门市解放 、。

后的各种状况，就是北洋政府，民国，日伪几个时期石门的经

济，文化．，社会状况也比较系统的记录下来，可以说这个大调查

就是一部简括的石门编年史。 。

在文件的分类、保管等方面，市委办公室是逐步建立制度和

规定的。分类方面，当时是按照文件的机密程度(或性质)分为

机密、特要、要件、公文(即平件)四类。保管上，194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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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市委办公室要求下属单位每兰个月按照发文对照表填写一

次， ·迅速退回黟。1948年6月17日，市委办公室又提出对_党、

内文件，一定设专人负责。”1948年10月30日制定的办公室工

作条例申明确规定“保管市委应存之文件材料档案”， 。各

种文件每月必须分类编制目录，整理归档，，：在市委办公室的文

件中，第一次出现鼻档案"及鼻整理玎、 。目录黟、矗归档拶的词

句，说明了档案工作这棵幼苗开始在文书范畴内育生。而且在制

度上提出整理，建立目录，归档这些工作环节。这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市政府也于1948年12月25FI为各局统一行文收发制度格式

及手续的通知第6条中规定： “归档：到年底各种文件均应整

·理、分类登记，该归档的即行归档，俟后应按月登记分类整理，

．按季归档。"1949年7月5日市政府在《石家庄市政府机关保密
。

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 。按期清理档案，编号入卷归档，特密，．

机密卷宗应由专人负责清整登记，编号严密封贴。” ．

1949年IoZJ，新中i国诞生。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划归中

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新申H建立后．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政务院)的规定，在解放后起步的基础

上，各级领导和档案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认识，认真纠正存在的

．问题，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加强档案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解决

组织机构方面的问题，使档案工作挺立于科学文化事业之

’1951年loyJ 政务院制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文处理暂

行办法》，其中对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对档案的分类保管．编

目、登记、归档：凋阅、清理以及机构设置提出执行办法。t这是

建国后中央领导机关对档案工作第一次提出的要求。为档案工作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一-

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档案工作人员，1952年以前均为

兼职。195S年，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编制中设档案员1人。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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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先后派2人到河北省学习档案专业知识，为石家庄

·市档案工作正规化培养了人才，走出了第一步。1956年，市委、市

政府办公室各编制档案员2入，并分别建立了档案室。市委、市

政府及各工作部门、各区委、区政府的档案工作仍为秘书人员兼

管．此时市里未制定具体的制度，文件大都按中央、省、市机关

收发文分开置于木柜橱内，一年一捆，有的是几年一捆。由于没

有一定的制度，象中共新华区委，将1956年以前的文件全部烧

掉。由于成捆的堆放着，使利用档案十分不便。1956年市选举工

作开始后，’欲利用以前的选举材料做为参考之用，但找了几天也

未找全，使工作受到影响。1955年前，石家庄市的档案工作还没

真正建立起来。
7

’

1955年1月 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

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简称《暂行条例)))。

《暂行条例》指出档案工作。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助手。” _是提

高工作效率，保护党的机密和保存与利用党的史料的重要环节竹。

《：暂行条例》对机关档案室的任务、档案材料的登记，整理、保

管、调阅、销毁、移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中共石家庄市委、市

政府办公室为贯彻《暂行条例》，子1956年2月、6月两次召开

全市档案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学习中，各级领导和档案工作人员

思想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原来不少人认为档案是“一堆废

纸秒，现在认识到是岛国家的宝贵财富"d原来认为做档案工作

囊没有出息黟，现在认为。非常光荣"。两次会议的召开，为石

家庄市档案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全面贯彻执行《暂行

条例、》，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室于1956年2月9日发出《关于改

进和加强机关文书处理工作与档案工作的指示》。市委办公室的

指示，对市委、市人委工作部门，各区，大型企业，人民群众团

体、学校建立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机构做了明确的规定。对建立

与健全正规的档案工作制度，加强档案人员的业务培训等重大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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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散了相应的指示。这个指示，应看做是石家庄市档案工作的

里程碑。因为它对档案工作的机构编制，制度建设，档案工作的
· 任务都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接着，1956年3月20日，市委办公室

制定了《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机关档案整理、归档、借阅几项制

．度》。三项制度共15条。第一次提出对档案的管理，“以统一的档

， 案整理方法，分别由各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定期归档，集中管理

为原则。”在整理方法中，对市委，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市

⋯， 委各部委形成的文件整理，都做出具体的分工，并第一次提出要

以六个特征立卷。在归档制度中提出每年底前将上年的档案向档

案室归档的要求。借阅制度共9条。对借阅档案的审批手续，应

‘注意的事项，借阅地点都有较具体的规定。这几项制度，是后来

机关档案室、市档案馆工作任务的雏形。时过近4个月的1956年

7月12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室又做出《关于1956年至1958年

全市党的档案工作觌划》。把档案工作列入整个办公室的工作规

划还是第一次。根据此规划精神，市委办公室、市人委办公室于

1956年11月5日至9日联合举办了档案专业知识学习班。全市区

以上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业、学校、人民团体等共99人参加了学

习，时间6天。学习内容共三章。第一章．《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的意义》，第二章《文书处理工作》，第三章《档案工作》。还

。． 有零散文件立卷的步骤。学>--j了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案卷类目的制

定办法。这次业务培训的内容基本上是现行《档案管理学》的内

。 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人员参加学习较系统的业务知，
· 识，为石家庄市档案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业务基础。学习班结束

后，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子1956年11月12日联合发出《关于建议

各部门加强档案工作的联合通知》。《通知》要求各部门。根据．

市档案工作会议的精神：建议和要求，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
’ 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力上，物力上支持档案工作的开展，把档

案工作积极稳步地开展起来，以适应新形势下工作的需要，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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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能够更好地利用档案奠定基础。”总的看来，1956年是石家

庄市档案工作全面起步的一年。
‘

困务院于1956年4月16日做出《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

定》(简称“决定》)。这是继195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

的《暂行条例》之后对于档案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文件。

《决定》明确指出‘‘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围成屯

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都是我国社会政治

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7

任务就是要在统二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变，科．

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

用。”《’决定》还对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全面推行文书处理部

门立卷、整理积存档案、收集革命历史档案、建立档案工作机

构、培训干部等几个方面做了具体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

出的关于档案工作的两个文件，为社会主义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

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开拓创新、全面发展的基

础。石家庄市的档案工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在1957

年棼续健全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市委办公室在上半年先唇做出

《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文书材料立卷分．工规定》、4《、中共石家庄

市委机关不需归档的文书范围的规定、》、《市委档案室暂行工作

细则》、《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档案材科保管期限丧》。市人民

委员会于1957年5月20日转发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机关文书

立卷工作和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和《关于国家机关一般档案材

料保管期限的暂行规定》。经1956年，1957年二年间关于档案工

作制度的建立，做为机关档案室来说，基本上适应了快速发展的

档案工作的需要，并为1958年档案工作大跃进做了准备。

在全国大跃进的声浪中，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室、市人委办公

室于1958年5月21"--'22日，联合召开了全市192个单位，230多人参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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