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tgaa年5月1日目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省档案局副局

长付振武与开封市档案处领导同志在市档案馆合影。



2．1985年6月24日全国部分省(区)会计档案工作座{夷会

期间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冯子直向开封市档案干部作“关于全国档

案工作形势的报告’。



3、1979年12月19日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市革命委鲢会副IE

任吕锡田同志在全市档案工作会议上讲话。



4，1985年4月中南五省(区)第四次档案工作协作会议期

间，开封市档案局局长赵佩(左)和湖南代表吴辉同志(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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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封市档案馆外．旨}

6、开封市档案馆战备后库



7．化工部十一建设公司利用微机调巷

8，开封联合收割机厂档案员操作开窗缩微闼凄复印放大机



0．开封化肥厂档案室档案管

理人幔在认真整删底岸

加、开封阀门厂档案挺

在饩找底阿。

u、空分厂会计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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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面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开发信息资

源，服务四化建设’’，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世是档案工作者的天

职。为给开封市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提供借鉴和依据，

使档案和档案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按照

河南省档案局和开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编纂了《开封档案

志》o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取舍材料，尊

重史实，秉笔直书，主要记述了开封市第二次解放后特另lJ是档案

工作“恢复整顿”以来档案事业发展的成就、现状及经验教训。

是对开封市档案工作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膨结。

本志上限为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限为公元1985年

底。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设六章十四节，约十万字。全书采

用志、图(照片)、表、记、简介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以志为主，以

事系类，横排竖写，注意发展过程记始末，兴衰起伏记规律，详

今略古，突出开封地方特色。由于市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匮

乏，开封封建社会及中华民国时期的档案工作情况仅据有关资料

记载在“概述"中作了简单追溯，但鉴于宋代在开封建都而重视

档案工作且有成效，其档案工作情况着墨稍多。旨在资治予当

前，备后世所稽考。
‘

本志从1986年拟定篇目，收集材料到1988年完成修改稿，历

时两年半，其间篇目和初稿经市档案局、馆长办公会多次研究并组

织有关人员参加讨论，先后作了较大的修改。材料来源上，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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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为主，收集和采用了部分老档案工作者

的口碑资料，人物简介、名录和档案馆，室介绍部分，由有关

市、县档案部门和人员提供，照片部分由常玉民，壬予立等同志

收集提供。
一

本志初稿有七部分，李新芳同志起草了“机构沿革，，、“大

事记帮，“档案室"三部分，罗宗谦同志起草了口概述”，“档

案馆"，“档案事业管理"和附录四部分。修改稿增加了口档案

馆、室介绍"和“人物简介"两部分，罗宗谦同志负责其中八部

分的编辑和修正工作，市档案局副局长蔡明玲同志负责编辑工作

的领导并修改和充实了。档案室秒部分。曹学礼，牛晨洲、马洪

兴等同志负责校对。

在编写过程中，市档案局，馆领导、各科室，市地方志等各

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和指导，省档案局那玉宝同志抱病

审稿，并亲临开封座谈，指导，借此一并表示感谢。因编者水平

有限，从内容到体例都难免有秕谬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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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开封市地处中原，北濒黄河，自西局毕公高在此建筑大粱城

距今约有三千年的历史，其问战国魏，五代后粱、后晋、后汉、

后周，北宋和金等封建王朝皆建都于此。封建帝都的建立一方面

给开封的经济，文化带来了繁荣，一．方面也使开封的档案和档案

工作兴旺一时。从现存资料记载看，北宋时期，开封的档案工作

就初具规模了．

为便于记述和撰写宋代的历史，北宋王朝曾专门建龙图阁、

天章阁、宝文阁等五座皇帝档案图书馆，用来保管皇帝的诏令、

诗文，书籍、家谱等，并命专职大臣撰修《时政记》，《起居

注》，记录朝廷宣谕、圣语，皇帝言行及军国要政。在档案的收

集，保管方面，宋王朝除注意积累中央机关形成的档案史料外，

皇帝还亲自下诏令征购天下藏书，命大臣组织校勘、缮写和复

制，并要求地方机关积累贮存本身形成的史料，使大量珍贵档案

资料得以保存。

随着档案史料的积累并与文件从卷轴发展为折迭的形式相适

应，宋代在档案的管理上创造了“架阁库，，的工作制度与方法，

在档案的整理、鉴定、销毁、利用等方面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

并对散失、盗窃，藏匿，拆换、毁弃档案和应存而不存库的行为

在法律上规定了严格的处罚办法． ．

‘

·’．·．

在古代开封档案工作的历史上，包公以档执法、沈括依据档

案与辽国谈判亦传为佳话。但是，由于兵燹、黄河泛滥及档案的

自然老化和人为地破坏，在开封建都的历代封建王朝的档案现在

已不复存在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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茸民党时期，对档案工作比较重视，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

料，但因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国民党

将大量的河南省和开封市地方政权的档案焚毁或转移，造成开封

近代及民国时期的档案也残缺不全，市档案馆仅存二千余卷册。

虽然开封存留下来的旧政权档案很少，但我们建国后积极收

集购买旧政权资料和史籍，用以佐证历史，·弥补了档案之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开封市尽管早在1922年就有了中

国共产党的地下基层组织，但因当时地下革命斗争十分严酷，地

下党组织屡遭破坏，革命历史档案保留下来的也很少，现存的主

要是一些进步刊物和革命回忆录。 ，

髓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档案和档案

工作，使档案回到人民手中，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开封的档案

事业才逐步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事业。

，l948年lO月，开封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开封第二次解放。

时颁发的我军政人员入城守则第七条规定： “各机关之图书文件

表册等均须严加保护不准破坏”，并要求将这些“文卷资料档案

确实登记并办理交待手续”。同月，市物资管理委员会在接收原

国民党资材时，还对“凡因报告而查获蒋匪资材属于文化用纸档

案公物用具者"，规定了具体奖励办法。以上措施对保护开封市

的旧政权档案资料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 一

1953年，根据工作需要，中共开封市委机关档案室和开封市

人民委员会机关档案室建立，开展了全市文书档案的指导工作。

由于党政部门历来对文书档案工作比较重视，市直机关和国营大

型企事业单位于五十年代相继建立了档案室和文书档案工作。建

室后从清理积存文件，推行文书部门立卷，到实行党政档案的集

中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了文件材料的立卷归档、档案的管理．利

用等一套规章制度。从开封档案工作的总体来看，文书档案工作

起步早，工作发展较稳步，扎实，中间虽然受到一些“左’’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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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整顿，，快，现状好。
1 959年，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市档案管理科根据全国

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精神和1960年2月国务院批准发布的

求技术档案工作暂行通则》，逐步开展了科技档案工作，在全市

有科技档案的单位初步建立了科技档案机构，实行了科技档案的

集中统一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市科技档案机构被撤

销，科技档案散失甚至毁坏，损失很大。1978年，市档案部门会

同六个专业主管局委在十个大厂进行了科技档案“恢复整顿"试

点，受到省委办公厅的肯定，开封市的档案工作随之恢复发展起

来。几年来，由于推行了分级，分专业管理科技档案的体制，开

展了科技档案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注意培养科技档案干部，

使科技档案在为各项生产建设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随

着全国科技档案会议的召开，开封市的科技档案工作又有了新的

发展。

市档案馆五十年代末初建时期人员少，设备简陋，保管条件

差，馆藏量少。“文化革命，，期间，虽然受到不少挫折，原有的

规章制度废弃了，但档案馆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使档案免遭破

坏。档案工作“恢复整顿"后，市档案馆从馆舍，设备、馆藏到

人员经费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初具市级综合档案馆的规模。但由

于从建馆到1980年二十余年设备简陋，档案保护技术落后，至使

馆藏1966年以前的部分档案纸张发脆．字迹扩散，少数已难补

救。
‘

全市的档案工作自1 979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档案工作

矗恢复，整顿，总结．提高”的任务以来，在重点抓好档案工作

管理体制．党政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和档案干部队伍建设的

同时，及时组织档案工作重点的转变，使全市的档案工作在恢复

中有发展，在整顿中有提高，在转变工作重点中有所突破，一个

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机关档案工作为基础，以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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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档案馆为主体，以档案教育，档案科学技术研究为条件的档

案事业体系已在开封市初步形成。到1985年为止，市档案工作的

状况是，各级档寨工作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起来，并且调配和培

养了一大批档案专业干部。市、县两级有六个档案事业管理局，

六个综合档案馆，一个专业档案馆，一千二百多个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室(科)，档案干部队伍发展到一千四百多

人。在全市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档案事业管理网络，在组织

上为开封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

大量积存文件材料得到清理，进一步丰富了馆藏。“文化革

命"期间，由于档案工作机构瘫痪，制度废弃，文书处理和档案

工作十分混乱，文件大量积存乃至毁弃，散失。在档案工作“恢

复整顿”中，开封市从清理积存文件入手，结合收集旧政权档

案、资料和革命历史档案、资料，使馆(室)藏档案、资料的种

类和内容不断增加，数量达一百余万卷册。其中馆藏挡案、资料

二十八万卷册，各类档案室室藏档案资料八十余万卷册。

建立健全了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制度，加强了档案工作业务

建设。机关档案工作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为各项专业管理工作的

开展准备了条件。 。

科技、专门档案经过“恢复整顿’’，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科技档案“恢复整顿"工作的完成，开封市建立起科技档案

机构七百四十余个，清理了十多个门类的科技和专门档案，并将

科技和专门档案工作纳入生产、科研、技术管理，使其成为经济

建设，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各项生产建设提供了大

量科技档案，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 ．

”

档案馆库房建设和保管条件不断改善；各级档案馆工作逐步

成为全市档案工作的主体。随着档案工作的“恢复整顿’’，档案

馆的各项业务工作相继开展起来。适应大量接收档案，资料进馆

的需要，市档案馆和尉氏、通许，兰考三个县档案馆先后新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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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库房楼，并逐年添置了卷盒、卷皮和档案装具，购买了复

印，照像，除湿，托裱等设备，改善了档案保管条件。配合经济

建设，科学研究、编史修志等利用档案的需要，馆内积极开展档

案的整理复制，编研、利用等工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档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档案事业的发展相适应，我市还成立了河南省档案学会开

封市分会，组织了群众性的档案学理论和技术研究活动，一些论

文在国家和省级档案刊物上发表并出版有专著，分别获得国家档

案学会、河南省人民政府、省档案局及开封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颁

发的科研成果奖励证书。

三十多年来，开封市的档案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

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较快，无

论是在发展规模，内容和水平方面，还是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所发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都超过了1976年以前

的水平。科技、专门档案抓得较早并卓有成效，诸如城建、会

计，艺术档案曾一度在全国处于先进地位。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

的数量，在1985年以前河南省地，市级档案馆中亦位居前列．开

封的档案事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必要条件，已发展成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同步前

进的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事业。档案工作的重点，已由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室工作为主体转变为以档案馆工作为

主体I档案部门已由主要管理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转变为全面管

理科技档案和各种门类与载体的档案，档案的管理方式也由传统

的手工方式逐步向现代化的技术管理转变。

虽然开封的档案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一个环

节，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尚有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突出的是

档案部门尤其是机关档案室档案干部人员少，素质差，调动频

繁，有待补充提高和采取具体措施加以控制J档案事业经费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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