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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

档案是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在人类的活动过程

具有察往知来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工作只是政府机关、企事业部门的附属土作，未曾
一项社会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

．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及档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下，档案工作已发展成为一项国家规模的事业。
’

． 基层档案工作是档案事业的有机组成部份，县档案

．，， 事业的发展变化是国家档案事业的缩影．《峨山彝族自

1． 治县档案志》，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正确的观

点、得当的体例、简朴的语言，记述了峨山县档案事业

从无到有，从建立机关档案室工作到建成全县性的档案

事业体系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峨山县的档案工

作从单纯为各自机关服务的封闭状态到为全县各行各业

及社会各方服务的开拓前进过程；体现了峨山县所有档

案工作者为建设全县档案事业而付出的心血；记载了曾
一 ＼ 为档案事业的发展而给予支持的同志们的功劳．《峨山

彝族自治县档案志》的编纂出版，将全县一宗珍贵的历

J 史财富展示在全县人民面前，为全县各项建设事业提供

．了经验和依据，是认识县情、建设峨山的宝贵信息资

|． 源。《峨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的出版、发行，也是为

全省县级档案事业的发展所做的一项贡献。
，f 孙钟秀

199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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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峨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是玉溪地区有史以来第

一部档案志．它的编纂出版，是件大好事，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优良传统，是历’

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峨山县档案局、档案馆组织了《峨

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编纂小组，以馆藏档案资料为 ，

主，通过深入调查、广征博采、多方考证，在编写人员
。

的努力下，终于编纂成了《峨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

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4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

略古，立足当代，反映历史，体现客观的编写原则，全

、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峨山县档案事业的发展情况．
。

综观全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实为各级领导、档案

管理部门和有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历史借鉴和

科学依据，从中发现峨山档案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

·结经验教训，正确指导当前及今后档案工作的改革及发’‘

展方向．合乎资治、教化以服务现实、存史而惠及子孙

的修志耍旨．这部志书的问世，实为峨山档案史上的一
‘

、

大喜事。。
’

陈法坤

199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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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峨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在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现在已经出版了，这是

档案事业值得庆贺的一大喜事．全志分机构、收

管理与利用、县档案馆建设、干部队伍、经费六章

五节，比较详实地记述了民国年间峨山县档案工作

本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峨山县档案事业

发展的状况．《峨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的编纂和

出版，不仅对自治县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将对自治

县党、政机关的决策和各项事业的建设起到借鉴和推动

作用。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党和国家、科学文化知

识的宝贵财富，它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为

机关工作提供查考的依据，为党政领导和各项工作服

务，是总结经验，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的生动教材，是

‘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解放后，档

案事业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是比较零散和不完

备的，加之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下，峨山县的档案工

＼作曾一度出现徘徊，影响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档

案工作进入恢复和全面发展阶段，峨山县的档案工作也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3年开始大量接收各机

u峻==l【ll



关、乡、镇档案进馆，丰富了馆藏．’1984年后，档案机

构逐步健全，档案工作人员逐渐得到充实．1985年元月

峨山县档案馆新库房竣工使用，为档案的收集、整理、

保管、利用等创造了条件，也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更

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

件．到1989年末，县档案馆已收藏文书、科技、会计

和统计等多种门类的档案12932卷，资料5318册．

《峨山彝族自治县档案志》一书对峨山县档案事业

的发展作了全面的总结．它的编修出版，对于研究峨山

县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档案工

作必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各级各部

门通过本志了解峨山的档案工作，。．共同关心和支持档案

事业的发展．
7

施贵昌

1991年6月



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历史地、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记述自治县档案事业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正文前首列概述、

大事记，使其总览全书，根据峨山档案工作发展的特

点，全志分六章二十五节为志书之主体，‘在正文末设附

录，编后记．。为充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图

片安排于正文之前，表格穿插在正文之中．

三：本志断限：上限1912年，下限1989年．．

四、本志所记史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馆藏文书档

案和部份口碑资料。

五、本志书采用现代汉语记述，力求文字通俗、朴

实、简洁。。

六、时间记述使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政权称呼以当时的习惯称呼为准。．

七，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

详细记载新中国建立以来，峨山县档案事业发展的变化．

情况，对峨山近代、现代档案工作的发展亦作追溯．



本志宗旨在于记载和反映峨山档案工作情况，

进行历史查考，总结经验、提高对档案工作的

进档案事业的发展．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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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档案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是

社会储存信息和开发信息资源的一种工具．．档案工
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向

治阶级所重视．但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档案只作为权力的证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

国时期’，尽管档案工作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战乱

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的成立i档案工作出现了

生机，档案不再是剥削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手段，而成

为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档

案工作作为国家行政和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而独立存

在，成为国家规模的一项专门事业．
‘

‘

，峨山彝族自治县，1929年12月前称培峨，地处滇

中腹地、是通往滇西南的交通要道：与玉溪市，通海

县、石屏县、新平县，双柏县、晋宁县、易门县毗邻，

现辖4镇、8乡，总面积为1941平方公里，居住着彝、

汉、哈尼、回等26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

县，也是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和云南省第一个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的县，1989年末全县总人口为133261人，

其中彝族67224人，占总人口的50．45％．峨山县历史

悠久，档案史料源远流长，。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现尚有



康熙年间修的《昭峨县志》可考。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

因，尚存的档案史料寥寥无几。

民国时期，·政府对档案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

进行了一系列档案工作改革，使峨山县近代档案工作有

了新的发展。从民国元年(19I 1)，到民国17年’

(1928)熠峨公署的档案由各局、室分别管理。其间民

国13年(1924)知星徐振声刮用档案史料，增卒F续辑

了《嵋峨县志》．1935年，峨山县攻府根据民国政府颁

布的《各县县政府组织暂行规程》，裁局改科，县政府

专设秘书室，负责公文的处理和保管．但直到1949年-

均未成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其间所形成的大量档案

也因战乱及管理不善而遭丢夫和损毁，现仅有84卷保

存于县档案馆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档案工

作：从机构的设立，人员的酋己备到设备的购置，库房的

建盖等，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都给予了大

力的支持和关注，使峨山县的档案事业有了较大的发
-

展．纵观四十年峨山县档案事业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

路，大致经历了初创、发展、徘徊、振兴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49．9--1958．3)
r

，

1949年10月，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设立秘书

室，负责文书档案工作．1951年建立县委机关档案室，

随后建立了县人民政府档案室，并制定了相应的文件收



发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如先后制定了《峨山县公文处

理程序》、《峨山县县级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制度》

等。开始选拔、培训档案干部。‘- 、

-195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清理敌伪政

治档案资料的通知》，峨山县委成立了。清档小组”，着

手搜集、清理峨山县民国政权的档案资料，并组织力量

开始整理县人民政府历年积存的零散文件．同时，开展

了收集编写利用资料的工作．
。

峨山县的档案工作，经几年a9初步建设，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基础仍十分薄弱．专业人员少，业务水平

低；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出现随意销毁档案的现象，

加之全社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

识，档案事业的发展仍有较多的困难．总之，峨山县的

档案事业在这初创的十年中，尽管因缺乏经验而存在着

一些问题，但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时期(1958．4--1966．5)

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峨山县档案事业进人一 ．

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

1958年在。以利用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全县开展了．

档案的。大编、大办．大利用”．县级机关各部门及公社

都开展了档案资料图表化工作，把建国以来各系统各部

门的机构沿革、干部职工编制、农、工、商、供销、文

教、卫生、交通、水利等方面建设发展情况及有关统计



数据，用图表的形式反映出来，提供给各级领导和各部

门利用．中共峨山县委组织编纂小组，由县档案馆提供

档案资料，编写了《前程似锦的峨山彝族自治县概

况》、《峨山彝族自治县概况》、．《峨山县民族历史资料》

等各种资料．在开展这些工作中。各部门的领导在人力

物力上都给予积极支持；开展了比数量、比质量、比利

用效果的。红白旗”评比竞赛活动，掀起了档案建设和积

极主动提供利用的高潮． i

。。

． 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数量的增多，需要建立

一个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对档案进行统一管理．．为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9年9月，成立了峨山彝族自治

县档案馆。 ．一
： 1■ ?’

，-I．7

1960年3月，县委秘书科向县委报送了《关于省第

二次档案工作会议的情况和峨山县今后开展档案工作的

四点意见》．，着重抓了机关文书档案室的建立工作．这

一时期，峨山县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建立了文书档

，案室17个．1962年9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再

．次强调了档案工作的重要作用，党政领导亲自抓，县

委、县政府和县级各部门及公社的文件收发、文件立卷

归档和保密等制度更趋健全、完善．
‘

结合保密工作大检查，县委办公室组织力量，在县

级机关(包括化念农场、农校)和公社一级进行全面清

理积存文件和立卷归档工作，先后清理归档的案卷共有

7092卷，‘其中有3798卷接收进馆。 ‘



这一时期，档案管理工作向着制度化管理逐步发

展，县级机关各部门及公社档案室迅速发展起来，为各

项工作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人员调动频繁，

档案保管不善等因素仍制约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

，

三、徘徊时期(1966．5-一1976．10)
’

。。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峨山县的档案

工作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中．。文革’初期县各级机关档案
· ． 室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削弱，县档案馆的干部仅剩1

人，并兼任其它工作，基本上停止了对基层档案工作的

业务指导． ，

·

．

J’1969年后，乡镇档案工作有所恢复．部分公社开始

组织人员收集，清理积存零散文件．有的公社在完成清

理鉴定积存零散文件后，建立了完整的文书立卷归档制

度．县革委组织清理鉴定小组，到公社搞积存零散文件

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复查鉴定．乡镇档案室有所发展。到

1971年已从原来的6个发展到9个，有的公社档案室还

·有了专门的档案保管室．．-
‘

虽说乡镇档案工作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全县档案
。

工作仅作为保密工作的一部分而时断时续地进行，1971

年12月，玉溪地革委保密委员会到峨山县检查了部分

， 单位的保密、档案工作后，向全区各县、地直机关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密、档案工作的通知》。1974年1

月，县保密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加强领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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