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耋 档案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结晶，是从事各项工作与研究的第

喜 一手珍贵材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条

碧 件。档案为后人了解各项工作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财

； 富。档案工作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苦在眼前，造福后人．新

堇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接管了历代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档案，牧集

善 了大量革命历史资料，培养了档案干部，建立起档案工作机构，

嚣 制订了一系列档案工作制度，颁布了《档案法》，使档案工作从

耋 小到大，从简到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供利用，服务社

薹!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幕+ 封川、开建两县的档索工作始于何时，困缺乏历史记载，难

萎 于考证。新中国成立后，封开的档案工作于t95e#12月开始建

薹 立，至今已有36年的历史。在30多年的岁月申，全县档案事业的

亲： 发展虽然经历了沧海桑圈，但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全

量． 体档案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50年代分

莹 别建立起县委、人委机关档案室，60年代成立封开县档案馆，积

暮 极开展清理积存文书立卷归档、机关档案移交等项工作，取得了

蒜 卓有的成效．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更加重

誊．视档案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成立了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一档案

喜 局．配足业务干部，健全管理制度，使全县的档案工作更上一层

墓 楼．连续几年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但是同客观需要相比，同

奄腮腮怩肥： 蛇腮腚肥胆n匠n癌n2J屺JIf己“醐露艋舵腮腮腮脲怩腚腚“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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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要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
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的档 鼙
案意识薄弱．档案经费投入不足，档案人员业务素质偏低，致使 董
档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微弱。这既有认识问题，又有实际问

题；这些问题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形成恶性循

环。因此，各单位的领导必须进一步重视档案工作．认真总结经

验，探索档案工作规律，加强领导，及时解决在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广大档案工作者在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档案工作的同

时，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主动、及时地

做好服务工作。把档案的作用发挥出来，为开拓封开县的档案事

业作出贡献。

档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它是后人了解历史真实面

貌的重要依据。历史经验的宝贵．在于给人们继往开来提供智慧

和前进的力量。为了让人们了解封开的历史，县档案局、馆组织

力量编纂了《封开县档案志》．志书详今略古地记述了封开县

1925一1991年的档案专业史实。它是全县广大档案工作者了解过

去，开拓未来的不可缺少的读物，也是在四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探

索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的珍贵史料·

当志书闻世之际，我由衷地为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写工作

者和提供史料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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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县档案局局长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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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封开县位于北纬23。13’一23。59’、东经l 1 l。2’一1 1 2。2’广东省西北

部的西江与贺江交汇处，是广东通广西甚至大西南水陆的门户。东北与

怀集县相连，南与郁南县交界，东南与德庆县毗邻，西北与广西梧；}{{

市、苍梧、贺县接壤。北回归线在县境南部穿过。 ，

．封川、开建县是由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而成．两县历史悠久。封川

县始设于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开建县始设于南北朝刘宗元

嘉三年(公元426年)。封川、开建两县于1952年3月合署办公，称“封

川、开建县”；1957年4月复置封川县、开建县；1958年5月两县再次

合署办公；1958年1 1月1日封川县与德庆县合并，称德封县，开建县

并入怀集，称怀建县；1961年4月，封川，开建分别从德庆、怀集县划

出，合并设置封开县。县城设在江口镇．全县总面积2723．43平方公里，

设3乡15镇，总人口3852 l 1人。

中共中央(1980)16号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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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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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

业。一由于档案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专门事业，是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

业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一系列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

令，以建立档案工作，加强档案事业建设。1951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公

文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各级机关应在秘书部门下设专管档案机构，机



关的档案以集中管理为原则；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

工作的决定》；1959年中共中央支出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

的通知》，确立了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社会主义原则，规定了各级

档案工作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应由各级党委直接领导

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档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方

针；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批转《关于加强档案馆建设和进一步开放

历史档案的报告》中，指出了我国档案馆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建设要求；

．1 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的颁布实施，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睨确规定

了档案与档案事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档案保护。开发与

利用，以及整个档案事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封川、开建两县的档案工作始于何时，因缺少历史记载，难于考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

决定》，本县的档案工作于1956年12月开始建立，至今已有三十四年历

史。在三十多年的岁月中，封开县档案事业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

程，既育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档案工作从建立到逐步发展；也出

现过在Ⅳ文革十年一内乱期间，受极左路线的疯狂破坏，机构被撤销、

干部全调走，档案受销毁，制度尽废弃。整个档案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档案工作的重要

措施，从此，本县的档案事业又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健康的发展。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全县档案事业各个

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五个转变，六个方面

发展。五个转变是：在管理方式上，由封闭、半封闭型初步转交为向社

会开放历史档案的开放型，在管理制度上，由机关各部门分别保管各门



类档案开始转变为由综合档案室集中统一管理各门类档案；在服务方向

上，由主要为党政机关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转交为面向社会、主要为

经济建设服务；在工作作风上，由等客上门的零星提供利用转变为努力

开发档案窟息资源，汇编出版档案史料，系统地提供利用；在业务指

导方法上，由突击清理立卷转变为坚持逐年立卷归档。六个方面发

展是：在组织机构方面，从党政机关档案室发展到以综合性档案馆为

主体，以各类档案室为基础的全县档案网络；在队伍建设方面．从屈指

可数的几名干部发展成为一支专业队伍；在管理范围方面，从管理党政

机关的文书档案发展到全面管理各种门类各种载体形态的档案；在馆藏

结构方面，从单一的文书档案发展到以文书档案为主，并有科技档案、

专门档案、声像档案，馆藏档案结构渐趋合理；在提供利用方面，从提

供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发展到可提供机关文书档案，民国档案、科技档

案、专门档案、声像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在检索工具方面，从单一的

案卷目录发展到完整的档案目录、专题索引，档案馆简介等。

封开县档案事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沧海桑田，但由于各级领导的重

视支持，全体档案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仍然取得可喜成绩。有健全的

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档案局；有馆藏档案14000多；卷，门类比较齐全，

结构渐趋合理的综合性档案馆；有比较完善的档案工作系统，设有各类

档案室132个，专兼职人员160多人的专业队伍。他们为做好档案的积

累、收集、整理，保管、提供利用，进行业务指导，付出了辛勤劳动．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推动着全县档案事业的向前发展，使封开县的档案

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6年

12月 中共封川、开建县委办

公室成立档案室。

1 957年

1月 封川、开建县人民委员会

办公室成立档案室。两档案室分别

收集县委、县人委直属机关1949—

1955年的文件材料，首次开展清理

立卷工作。

4月1日 恢复封川、开建两县

建制。封川县县委办公室、县人委办

公室仍分别设立档案室；开建县人

委办公室设档案室。案卷和文件材

料的分配问题，经两县领导研究商

定：己立卷的由封川县保存，重分文

件材料由开建县人委档案室带走。

，．

1 958年

2月1 4日 封川县入委办公室

发出《关于做好档案的移交、保管

和保密工作的通知》。

5月 封川、开建两县再次合

记
署办公。开建县入委档案室从南丰

圩搬至江I：I镇。同时，两县的三个

档案室合并为一个，归县委办公室

领导。

7月 县委、县人委直属机关

开展第二次文件材料的清理立卷。

1 1月1日 封川、开建县又一次

分开。封川县与德庆县合并为德封

县，开建县并入怀集县。档案也随

县建制分合。．

1 2,el 2日 召开德封县档案工

作会议，传达地区档案工作会议精

神，动员开展群众性的大编大写大

用档案运动。

1 959年

2月 封川县委档案室搬至德

庆，与德庆县委档案室合并，称

“德封县委、人委档案室”，归县

人委办公室领导。

5,el 24日 中共德封县委办公

室、县人委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



加强档案资料工作领导的意见》，

6只9日 中共德封县委办公

室、县人委办公室联合发出《在划

分公社中做好档案工作的意见》．

1 1月1 6日 中共德封县委办公

室，县人委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

我县人民公社当前文书档案工作的

意见》。

1 2,El 6日 中共德封县委办公

室印发《德封县档案馆内务制

度》。

1 960年

2,e126—28日 在江口公社召

开档案工作现场会议，传达全国

档案工作现场会议精神，总结交流

工作经验．参观档案展览馆，评比

先进单位。经过评比，江口公社评

为红旗公社，二等奖悦城公社(属

德庆县)，三等奖大洲公社。

3月9日 中共德封县委发出

《关于成立县档案馆和启用印章的

通知》，县档案馆是中共德封县委

员会、德封县人民委员会的直属机

关。一’ -．． ．⋯

，4月1 5日 中共德封县委办公

室，县人委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

人民公社文书档案工作试行办法》

(草案)．． ，

1 961年

4月 封川、开建县第三次合

并，称封开县。德封县档案馆一分

为二，德封县期间的档案留在德庆

县，封川县的档案搬回江口镇，怀

建县的档案留在怀集县。

5月 成立封开县档案馆

9,el 9日 省、地区档案工作检

查组来县检查工作4天，先后到档

案馆。入委办公室、文教局．粮食

局，商业局、江12公社六个单位检

查档案工作。

1 962年

5,el 1 8日 中共封开县委办公

室、县人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县属

机关档案工作管理暂行规定》。

：．．11月50日．县编委下达档案馆

编制2人。 ．

1 963年，‘． 。·

6月8日中共封开县委办公室

县人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实行由文

书处理部门立卷制度的通知》。



1 964年 ：

2月28 B 专署编委．专区档案

馆联合发出《关于下达各县档案馆

事业编制的通知》，其中，封开县

档案馆编制2人。

了月1 0日 根据省档案馆《关

于部份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集中上缴

的通知》要求，县档案馆将馆藏的

革命历史刊物《犁头》、《犁头周

刊》及《西江湖》等上送省档襄

馆。
’

1 2月21日 中共封开县委办公

室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几项不归

档的文书材料销毁的暂行规定》的

通知。 ．

1965年

5月27日 县委组织部通知，

县委办公室主l壬冼作基兼任档案馆

馆长，际煜湘任副馆长。

5月6日 县委下达档案馆编制

2人，实有4人。

5月 各公社全面开展清理积

存文件。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充

分做好档案战备工作，确保档案安

全，县委作出部署，全县人民公社

必须迅速一彻底清理文件。并从县

属机关抽调干部39人分赴各公社开

展工作． ．．

，6R 9日 县委组织部通知，县

委办公室主任符气环兼任档案馆馆

长。
．‘．

、

1 2月2Q日 县档案馆印发《关

于文书档案材料参考保管期限衰

．(试行)的通知》。

1966年

5月5曰 县档案馆印发《关于

1965午文件立卷和历年案卷鉴定工

作的通知》。

1966年

4月 撤销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移交给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管理。

1 969年

8月 省革命委员会以“适应

战备”为理由，要求开展档案的清

理鉴定工作。县革命委员会于8月

份抽调干部8人．组成清理鉴定小

组，对馆藏的3789卷文书档案进行

金面鉴定．折腾了三个多月．共清

理出认为是无保存查考价值的档案

1 3 I l卷．占馆藏总数的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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