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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地方志丛书之十

通岁翘幸高熏遮
程鳞恕

《通江县档案志》编纂领导小组 编纂



①中央档案馆副箩长徐思舜(前左三)来通江了解档案工作与
县委领导和县档案馆同志合影



达县地区档案局局长赵应量来通江检查工作与县委办公

室和县档案局负责同志合影



③县档案局，馆外景

④县档案局、馆全体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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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客

观地记载了通江县档案事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宗旨是为发展通

江的档案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记、志、图、表等表述形式构成全志的基本框

架，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插于各章节之中，文体采用语体文，

按《新华字典》附载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

三、本志的结构采用章、节、两个层次，章按档案业务工作

范围和内容划分，章下以具体工作内容或环节划分节。全志共12

章34节。卷首之大事记，再现全县档案工作发展历程的重大事

件，以起提示、向导和补充缺门的作用。 “概述’’分时期铺述了

档案工作，把潢排的内容贯穿起来，简述发展，记其变化，勾画

出概貌，以提挈全志o ’．’j ，

’一‘，

． 四、本志记述的重点是建国以后通江的档案事业?特别是祥

i己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江档案工作的发展变化情况。档

案馆工作是整个档案事业的主体和重点，所以从篇幅到内容又都

将档案馆工作作为重点记叙。对民国时期通江的档案工作，因无

档案工作机构，内容极少，而且缺乏文字记载，因此，只在大事

记和概述中简要记之D

五、本志的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所保存的县委、县政府、县

档案局、革命历史档案和民国瞥案等全宗。

六、本志的年号采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汉字书写，在括

号中加注，公元纪年及数目字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

府时期(1932年12月)，下限IE于1989年d

八，本志中的“建国以来”，是．指19,1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来。

一

【}



序

通江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里，山青水秀，物

产丰富，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方面军辗转进入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即

成了根据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创建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中，形成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其

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遍布整个川陕苏区的石刻标语，在通江县境

内就达上千幅之多，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价值之珍贵，

居全国之冠。这批极其珍贵的史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份。 一i

解波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江县的

档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取

得了很大成绩。加强了档案队伍的建设，档案干部的业务水平不断

地得到提高；新建了档案库房，为档案资料的安全保管龟0造了一

个良好条件；丰富了馆藏，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开展

了档案的利用工作，为经济建设、政治斗争、科学研究提供了大

量的档案，发挥了较显著的效益。为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党在通

江的斗争史，编史修志，为党的各项中心工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喜的是通江县档案局(馆)的同志们，以其高度的责任心

编写出《通江县档案志》这本书，可喜，可贺。档案是历史的记

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档案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专门事

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历史研究，

进行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做好档案工作，不仅是当前工作的需

要，而且是研究党的历史，维护党和国家历史面貌的重大事业。

我们党从来就很重视档案工作，建国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

布了一系列文件，确立了集中统一管理党政档案的原则，提出了

档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从而使我困

的档案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档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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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d《通江县档案志》的写成，不

仅在我国档案事业中增添了一朵鲜花，而且必将对通江档案事业

的发展起着大的推动作用。希望通江县档案馆的同志们在此基础

上，大力丰富馆藏，加强档案干部队伍的建设，积极开展档案的

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祝愿《通江县档案志》早日付梓!
。

徐 思 舜

1 9 8 7年7月2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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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不但历史悠久，山水秀丽，物产丰富，而且更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缣帛卷帙：纸墨文书等文献典籍灿烂浩瀚，档案

工作传统源远流民。特别是1923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撤离鄂豫皖辗转进入川北，创建根据地．通江即成当对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中心D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形成和积累了大

量的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尤其是当时形成的遍布苏区的石刻标

语档案，在通江境内就达上千幅，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

价值之珍贵，居全国之冠。这些珍贵的史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份。解放四十年来，通江的档案事业，虽曾遭受

过险风恶浪的冲击，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并粗具规模。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发挥了重要作用。
7。 。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档案工作是党

和国家历史其实面貌的重要事业，是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必不

可少的环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历史研究，进行

各顶工作的必要条件。为了正确、全面、系统地展示通江档案工

作的历史和现状，反映档案工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使档案工作

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特组织力量编写了这本档案志。

在县志办公室的领导下，编辑人员通过查阅当案，搜集了大

量的资料，并经过整理、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力求做到了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翔实可靠，全面记述了通江县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

为今后全县档案事业的发展必将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贾纲维。 王新建

l 9 8 9年1 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凡例⋯⋯⋯⋯⋯⋯⋯⋯⋯⋯．．。．⋯⋯．．⋯⋯⋯⋯⋯⋯⋯¨

编纂领导小组及编纂人员名单⋯⋯⋯．．：．．⋯⋯⋯⋯⋯⋯．

概述⋯⋯⋯⋯⋯⋯⋯⋯一⋯一⋯⋯⋯⋯⋯⋯⋯一⋯-．-⋯⋯⋯”“(1)

大事记⋯⋯⋯⋯⋯⋯⋯⋯⋯⋯⋯⋯⋯⋯⋯⋯⋯⋯⋯⋯⋯⋯⋯(4)

第—章机构沿革⋯⋯⋯⋯⋯⋯’⋯⋯⋯⋯⋯⋯⋯⋯⋯⋯⋯⋯．(10)
第一节机关档案室⋯⋯⋯⋯⋯⋯⋯⋯⋯⋯·：⋯⋯⋯⋯⋯⋯⋯⋯⋯⋯⋯⋯⋯·(10)

第=节县档案馆⋯⋯⋯⋯⋯⋯⋯⋯·：：⋯⋯⋯·：⋯⋯⋯⋯⋯⋯⋯⋯⋯⋯⋯⋯·(12)

第三节县档案局⋯，⋯⋯⋯⋯⋯⋯．．．⋯⋯⋯⋯⋯⋯⋯⋯⋯⋯⋯⋯⋯⋯⋯⋯⋯(12)

第二章接收⋯⋯⋯⋯⋯⋯⋯⋯⋯⋯⋯⋯⋯⋯⋯⋯⋯(aT)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历史档案的接收和收集⋯一⋯⋯⋯⋯⋯⋯⋯⋯⋯⋯⋯⋯⋯⋯⋯⋯⋯(17)

现行机关和撤销机关档案的收集⋯⋯⋯⋯⋯⋯⋯⋯⋯⋯⋯⋯⋯⋯⋯(18)

接收制度⋯⋯⋯⋯⋯⋯⋯⋯⋯⋯⋯⋯⋯⋯⋯⋯⋯⋯⋯⋯⋯⋯⋯⋯⋯(20)

整理⋯⋯⋯⋯⋯⋯⋯⋯⋯⋯⋯⋯．．．⋯⋯⋯⋯⋯(21)

历史档案的整理⋯⋯⋯“．⋯⋯⋯⋯⋯⋯⋯⋯⋯⋯⋯⋯⋯⋯⋯⋯⋯⋯·(21)

现行机关和撤销机关档案的整理⋯⋯·⋯⋯⋯⋯⋯⋯⋯⋯⋯⋯⋯⋯“(22)

鉴定⋯⋯⋯⋯⋯．．．⋯⋯⋯⋯⋯⋯⋯⋯⋯⋯⋯⋯⋯(31)

鉴定工作的组织⋯⋯⋯⋯⋯⋯⋯⋯⋯⋯⋯⋯⋯⋯⋯⋯⋯⋯⋯⋯⋯⋯(31)

鉴定方法⋯⋯⋯⋯⋯⋯⋯⋯⋯⋯⋯⋯⋯⋯⋯⋯⋯⋯⋯⋯⋯⋯⋯⋯⋯(32)

销 毁⋯⋯⋯⋯⋯⋯⋯⋯⋯⋯⋯⋯⋯⋯⋯⋯⋯⋯⋯⋯⋯⋯⋯⋯⋯(33)

保管⋯⋯⋯⋯⋯⋯⋯⋯⋯⋯⋯⋯⋯⋯⋯⋯⋯·(35)
档案保护⋯⋯⋯⋯⋯⋯⋯⋯⋯⋯⋯⋯⋯⋯⋯⋯⋯⋯⋯⋯⋯⋯⋯⋯⋯(35)

库房管理⋯⋯⋯⋯⋯⋯⋯⋯⋯⋯⋯⋯⋯⋯⋯⋯⋯⋯⋯⋯⋯⋯⋯⋯⋯(40)

保管制度⋯．_．．⋯⋯⋯⋯⋯⋯⋯⋯⋯⋯⋯⋯⋯⋯⋯⋯⋯⋯⋯⋯⋯⋯⋯(41)

馆 藏⋯⋯⋯⋯⋯⋯⋯⋯⋯⋯⋯⋯⋯⋯⋯⋯⋯⋯⋯⋯⋯⋯⋯⋯⋯(42)

建国来几起损毁档案事件⋯⋯⋯⋯⋯⋯⋯⋯⋯⋯⋯⋯⋯⋯⋯⋯⋯⋯(46)



第六章统计⋯⋯⋯⋯⋯⋯⋯⋯⋯⋯⋯⋯⋯⋯⋯⋯⋯⋯ (49)
砖

第一节内容和制度⋯⋯⋯⋯⋯⋯⋯⋯⋯⋯⋯⋯⋯⋯⋯⋯⋯⋯⋯⋯⋯⋯⋯⋯(49)

第=节统计工具⋯⋯⋯⋯⋯⋯⋯⋯⋯⋯⋯⋯⋯⋯⋯⋯⋯⋯⋯。⋯⋯⋯⋯⋯(49)

第七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常

利 用⋯⋯⋯⋯⋯⋯⋯⋯⋯⋯⋯⋯⋯⋯⋯⋯⋯⋯⋯．．．(63)
查档制度⋯⋯⋯⋯⋯⋯⋯⋯⋯⋯⋯⋯⋯⋯⋯⋯⋯⋯⋯⋯⋯⋯⋯⋯⋯(63)

方 式⋯⋯⋯⋯⋯⋯⋯⋯⋯⋯⋯⋯⋯⋯，⋯⋯⋯⋯⋯⋯⋯⋯⋯⋯-·(63)

检索工具⋯⋯⋯⋯⋯⋯⋯⋯⋯⋯⋯⋯⋯⋯⋯⋯⋯⋯⋯⋯“：⋯⋯⋯⋯(64)
编 研⋯⋯⋯⋯⋯⋯⋯⋯⋯⋯⋯⋯⋯⋯⋯⋯⋯⋯⋯⋯⋯⋯⋯⋯⋯(66)

利用效果⋯⋯⋯⋯⋯⋯⋯⋯⋯⋯⋯⋯⋯⋯⋯⋯⋯⋯⋯⋯⋯⋯⋯⋯⋯(66)

第八章建筑及设备⋯⋯⋯⋯⋯⋯⋯⋯⋯⋯⋯⋯⋯⋯⋯(70)
第一节档案馆建筑⋯⋯⋯⋯⋯⋯⋯⋯⋯⋯⋯⋯⋯⋯⋯⋯⋯⋯⋯⋯⋯⋯⋯⋯(70)

+第二节设 备⋯⋯⋯⋯⋯⋯⋯⋯⋯⋯⋯⋯⋯⋯⋯⋯⋯⋯⋯⋯⋯⋯⋯．．．．⋯(73)

，第三节经 费⋯⋯⋯⋯⋯⋯⋯⋯⋯⋯⋯⋯⋯．．⋯⋯⋯⋯⋯⋯⋯⋯⋯⋯⋯·(73)

第九章科技档案⋯⋯⋯⋯⋯⋯⋯⋯⋯⋯⋯⋯⋯⋯⋯⋯(75)
第一节建立与发展⋯⋯⋯⋯⋯⋯⋯⋯⋯⋯⋯⋯⋯⋯⋯⋯⋯⋯⋯⋯⋯⋯⋯⋯(75)

第二节管 理⋯⋯⋯⋯⋯⋯⋯⋯⋯⋯⋯⋯⋯⋯⋯⋯⋯⋯⋯⋯⋯⋯⋯⋯⋯(7r6)

第十章资料工作⋯⋯⋯⋯⋯⋯j⋯⋯⋯⋯⋯⋯⋯⋯⋯⋯(78)
．第一节，收 集⋯⋯⋯⋯⋯⋯⋯⋯⋯⋯⋯⋯⋯⋯⋯⋯⋯⋯⋯⋯⋯⋯⋯⋯⋯(78)

， 第二节整 理⋯⋯⋯⋯⋯⋯⋯⋯⋯⋯⋯⋯⋯⋯⋯⋯⋯⋯⋯⋯⋯⋯⋯⋯⋯(79)

嚣三节鉴定与利用⋯⋯⋯⋯⋯⋯⋯⋯⋯⋯⋯⋯⋯⋯⋯⋯⋯⋯⋯⋯⋯⋯⋯⋯(80)

第十Ⅳ一章业务指导⋯⋯⋯：⋯j：j⋯⋯⋯⋯⋯⋯⋯⋯⋯⋯⋯(81)
第一节 内 容⋯⋯⋯⋯⋯⋯⋯⋯⋯⋯⋯⋯⋯⋯⋯⋯⋯⋯⋯⋯⋯⋯⋯⋯⋯(81)

第二节方 法⋯⋯⋯⋯⋯⋯⋯⋯⋯⋯⋯⋯⋯⋯⋯⋯⋯⋯⋯⋯⋯⋯⋯⋯⋯(81)

第三节干部培训⋯⋯⋯⋯⋯⋯⋯⋯⋯⋯⋯⋯⋯⋯⋯⋯⋯⋯⋯⋯⋯?⋯⋯⋯··(85)

第十二章．杂记⋯⋯⋯⋯⋯⋯⋯⋯⋯⋯⋯⋯⋯⋯⋯⋯·．(88)
一，红军石刻档案⋯⋯⋯⋯⋯⋯⋯⋯⋯⋯⋯⋯⋯⋯⋯⋯⋯⋯⋯⋯⋯⋯⋯⋯(88)

二，学术活动⋯⋯⋯⋯．．．⋯⋯⋯⋯⋯⋯⋯⋯⋯⋯⋯⋯．．．⋯⋯⋯⋯⋯⋯⋯“·(88)

三，档案工作协作片⋯⋯⋯⋯⋯⋯⋯⋯⋯⋯⋯⋯⋯⋯⋯⋯⋯⋯⋯⋯⋯⋯⋯(89)

四，达县地区第一次档案保护工作会议⋯⋯⋯⋯⋯⋯⋯⋯⋯⋯⋯⋯⋯⋯⋯(90)

’五，职称评定⋯7⋯⋯⋯⋯⋯⋯⋯⋯⋯⋯⋯⋯⋯⋯⋯⋯⋯⋯⋯⋯⋯⋯⋯⋯⋯(91)

六，文献辑存⋯⋯⋯⋯⋯·：⋯⋯⋯⋯⋯⋯⋯⋯⋯⋯?⋯⋯⋯⋯⋯⋯⋯⋯⋯⋯(91)
V

’ ⋯ ．_

编后记⋯⋯⋯⋯⋯一⋯，⋯⋯⋯⋯⋯⋯⋯⋯⋯⋯．．．⋯⋯⋯⋯⋯(101)



，

概 述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实践

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图表，声相等材料。流光

易逝，物换星移，沧桑巨雯，唯有这历史真迹一档案，在若干年后，仍向人们展示当
年历史本来面目，所以古今中外许多有见地的人士，都很重视档案。

通江县清代以前的档案工作无资料可查。民国时期的通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 9 3 3年以前，为军阀割据时期，l 9 3 3年至1 9 3 5年为川陕苏维埃政府时期，

1 9 3 5年以后为川政统一时期，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的档案工作也出现了与之相同的

三个时期。l 9 3 3年以前，通江县政府的档案工作是由各局室分别管理，没有集中统

一保管档案的档案室，其整理方法是沿袭清代的粘贴式或卷式。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

时期的档案已全部被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杠红军第四方军进入川北，创建了川陕蕈命根据

地，通江是根据地的中心。在这一时期，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是很迅速的，在短短的两

年多时问里，文书档案工作的组织在所有各级政权机关、军事机关和各种革命组织中普

遍地建立起来，并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使整个根据地的文书档案工作达到了相当的规

模。根耱《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在文书档案工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方

面，省，县苏维埃在常委会下设秘书长一人，各区、乡苏维埃设秘书一人，负责文件书

信的起草、印制，收发、档案材料的搜集保管，由于苏维埃机关是初建，革命任务异常

艰巨，根据地处于敌人的重重封锁包围和经常的进攻中，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因而苏维

埃的文书档案工作仍是在很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所形成的档案的制成材料相当

低劣，再加之保管条件差，频繁的传递和转移，日晒雨淋，故此，损毁也是相当严重

的。为了使党和政府的各项主张和政策便于为广大群众理解掌握和便于记忆，得到及时

地深入地贯彻，推动革命迅速发展，一些文件还根据当时的情况采用了某种特殊的文体

和文件载体，如将一些布告和重要纲领性文件编成歌谣三字经、小调或四言，六言的韵

文等，·印成小册子或刻茁石碑，岩石上，位于干部群众经常集会的公共场所或交通要

道。这样既便于随时遵守执行，又减少了传递和保管的任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

川陕苏维埃根据地文书档案工作的显著特点。 ．

1 9 3 5年以后，县政府根据((四川省各县县政府组织暂行规程》规定，县政府裁
‘

局改科，设秘书室，由秘书负责管理档案工作。l 9 4 1年初，通江县政府正式设立档

案室，并配备管卷员二名，负责政府各部门和各区署所形成档案的接收和保管利用工

作。档案的管理工作分为点收、分类，登记，编卷，编目、典藏、出纳(即利用)，七

个环节。同时，还相应地建立了有关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县政府及各部门和区，乡的

主要负责人如有变动时，必须将其任期内的档案整理好，由县政府委派监盘员一名逐一

点收清楚，监出具交代清结证明书二份连同档案交县政府由县长审查后交档案室备查。 t

—l一



●

总之，民国后期，全县的档案工作有所莩新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的档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初期，档

案工作处于初创时期，无专门机构，无健全的规章制度，档案也未集q-统一管理。为了

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的要求，县委，县人民政府陆续采取了一

些加强机关档案工作的措施。

1 9 5 3年7月。县委召开了第一次县区文书档案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叶永政作了总

结讲话，以后，全县各级档案管理制度，逐步开始建立。1 9 5 4年6月，通江县人民

政府发出了((关于政府机关的档案均应继续妥为保管不得销毁的通知》，同年9月，叉

拟斜了《通江县人民政府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共七章二十八条，对档案的分类、整

理、保管、调|j{j作出了具体规定。l 9 5 5年l O月，县委机关档案室正式成立，并配

备专职干部一人，在贯彻。边做边学，稳步前进”方针的同时，着手对县委各部

1 9 5 4年前的档案文件材料进行整理。还建立了档案的接收、保管和借阅利用等工作

制度。为了完整地，系统地、管理县委各部委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使之逐步正规

化，推动我县的档案工作，中共通江县委秘书室叉制订了《关于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

作细则》。1 9 5 6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通过对

《决定》的学习贯彻，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极积收集和清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历史

档案和旧政权档案的高潮，县城一些单位还对建国以来积存档案开始进行清理。

社会主叉改连结束以后，我国开始转入了全面地，大规模地社会主叉建设，经济、

政治，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迫切要求利用档案，为适应这一需要，从1 9 5 7年开

始，到1 9 6 6年，全县的档案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l 9 5 7年，县委办公室先

后两次发出了《关于收集革命历史档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委和城关镇党支部必须

确定一个党员干部’毛常加以布置，宣传，检查和督促，并教育全体干部认真重视，并结

合柱村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动员，发现线索，立即派人收集，叉陆续收集到革

命历史档案1 O 1件。县委，县人委办公室还抓了文书档案人员的培训工作，并对1956

年前的积存文件进行了初步整理。1 9 5 8年8月，县委召开了全县文书档案工作会

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县委书记张继作了动员报告。会后，在全县掀

起了一个全民大收，大编，大用，大写档案资料的群众运动，机关档案室普遍开始建

立，。并积极地进行了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利用等工作，为县档案馆的建立奠定了基

础。但当时也产生了把档案工作做得超出了机关范围和档案工作范围，而且出现了一些

浮夸，虚假和形式主义的错误。l 9 5 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改档

案工作的通知》精神，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开始筹建通江县档案馆，经过近半年

的紧张筹备工作，于1 9 5 9年6月1日，正式成立了通江县档案馆，由县委办公室主任

蒲青云兼任馆长，配备专职干部三人。县档案馆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对县级机关的档案

资料的接收准备工作和馆舍的修建及各项业务工作制度的建立。截止1 9 5 9年底先后

接收了县级3 9个单位的档案，共8 0 3 9卷。并开展了整理，鉴定，编目等各项基础

工作，大力开展了档案的利用，发挥了档案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县的档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档案管理体制被

打乱，机构被撤销，人员遭受迫害，制度被废弛。县档案馆只留一人守摊看门，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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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室基本无人管理，不少档案当成。黑材料’被抢走损毁，由于无人管理，档案的霉

变、虫蛀、鼠咬也十分严重。具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因派性武斗遭受冲击

的机关档案室有2 1个，被揪斗的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有5 1人，损失档案达1408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的档案事业不论是发展规模，内容和水平方面，以及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发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都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l 9 8 1年6月，成立了县档案局，并按上级有关规定配备了一批政治思想

好，热爱档案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科学·耋口识的中青年专职干部，加强了对全县档案工作

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各机关、团体等单位也恢复和建立了档案室，配备了兼职档案干

部，对本单位在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进行立卷归档，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积极为本

单位工作服务，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将需要永久和长期保管的档案移交给了县档案

馆。与此同时，各专业机关加强了人口普查，地名普查、统计，公安、会计，诉讼、教

学等专门档案的管理工作和有关制度的建立健全。

为了适应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全县一些企业事业和重点工程建

设等单位的科技档案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县水电局、丝织厂，龙溪沟酒厂、农

机一厂、烤胶厂等单位和厂矿都建立了科技档案工作机构，把科技档案工作纳入了企业

整顿，纳入了生产、科研管理，使科技档案工作成为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发挥了应有的经济效益。

为了配合全县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县档案馆

狠抓了馆内的各项基础工作，从1 9 8 1年以来，先后接收了区(镇)乡和县城各机关

单位应进馆的档案，截止1 9 8 5年底，馆藏档案已述2 6 O 2 9卷，资料2 7 2 7

册，相当于干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馆藏的3倍。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处理，编目和利用

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现代化建设，编史修志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参考资

料和主要凭证。此，卜，还新建了比较标准的档案库房，添制了一批保管和办公设备，使

档案的保管条件和工作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适应档案事业的发展需要，县档案局采取举办iJ,l练班，参观学习，分类指导，

举办专题讲座，现场练兵，鼓励自学成材等形式和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了专兼职档案干部

的培训，使专兼职档案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目前，全县的档案事

业，已经在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和档案工作，分级分专业负责的原则下，初步建立了一个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室工作为基础的，以县档案馆为主体的，以加强专

兼职档案干部业务培训，档案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档案宣传工作和学术交流工作为条

件的，以档案事业管理工作为组织中·3的档案事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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