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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吉日U 舌

档案，是人类社会各项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社会的共同

宝贵财富，是人类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档案事业，是维护历史

真实面貌的永恒事业。把档案工作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根

植于经济建设中，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是

档案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事实表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高，档案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经济建

设的各个领域之中。档案，已成为社会及社会成员不可离开的一

项工作。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双流县档案馆置于1962年。双流县档案管理局置于1980年。

双流县档案局(馆)共存，体制合一_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

担负着全县1 06 8平方公里地域， 92万人口范围的机关、乡镇

和工厂的档案工作业务指导任务，又担负着全县档案的接收、保

管、安全和利用任务。到2005年12月止，档案馆共保管全县档

案计184个全宗9 0681卷。

盛世修志。以志存史、资政、教化。写好这部《双流档案志

(2005年本)》，记载双流县档案局(馆)适应双流经济发展新

形势，不断发展双流档案事业的艰难运行轨迹，特别记载-FgX．流

档案人为着双流档案事业发展的那种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精神，

这对于存史传存，教育子孙，无疑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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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5年，是双流经济变革的伟大20年。也是双流档

案人开拓进取，紧紧把双流档案工作扎根效流经济这片沃土，是

档案工作成就硕果累累的20年。双流档案再不是人们过去眼中

的神秘领地，双流档案工作已成为双流经济这个大系统链条中公

开的重要一环。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各单位领导自觉将其列入

工作计划并倾力做好。双流档案局(馆)的档案工作者，也再不

是过去川门眼中休闲、养老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要求高，技术

要求精，责任要求大，工作速度要扣怏的工作重地。这是双流档

案事业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的大变革，是双流档案事业快速发展

的原动力。这2 O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弹指一挥间，然而，

双流档案人却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苦和心血。时光的流水虽然无数

次地带走了属於他们的美好岁月，而他们却给双流档案事业谱写

了不可磨灭的首首档案工作凯歌和动人兰台事业旋律。双流经济

发展的不断升位和飞跃，中间有着双流档案人的一份智慧和力

量。

为了写好这部档案志，档案局党组高度重视，列入档案局议

事日程。2 005年6月，建立了《双流档案志(2 005年本)》领导

小组，确定了志书资料、主编人选。并于11月正式开展工作。

经过三次研究和修改，首先确定了志书编纂纲目。接着分工着手

开展资料收集和入志资料研究工作。档案馆比较完整地保管着这

20年档案工作历史进程资料，为写好这本档案志奠定了坚实基

础。根据志书纲目，资料收集人员一卷一卷阅读，一页一页精心



查找，复印分类。志书主笔亲身经历了这20年档案工作的全过

程，了解和掌握全县档案工作基本情况，也为写好这部志书创造

了有利条件。经过仔细阅读资料，调查研究，精心减裁，认真编

纂，经过九个多月努力，2006年7月初完成志书初稿，后听取

各方意见，又认真修改，最后终于2006年12月定稿成书。

一部志书一方历史。这本志书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簿远厚

今，详略得当。其间既记载了档案机构的演变，领导变动，档案

人员业绩，档案工作经验，学会学术情况，特别记载了档案馆全

宗定位、各个环节工作、档案资料精藏情况，同时也记载了一些

问题和不足，对后人有较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这部志书的编纂由于时间紧，要求高，跨度长，要记载的内

容错综复杂。加之志书主笔人学识浅薄，初撰志书，难免有遗漏

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编者

二00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凡 例

一、《双流县档案志(2005年本)》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略远详今、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全

面、系统、科学地记述双流1986-2005年期间档案工作历史与现

状，突出专业特点、时代特点，努力使之成为一部朴实、严谨、

科学的资料文献，为双流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借鉴与参考

作用。
‘

二、《双流县档案志(2 0 05年本)》记载上限为1 9 86年1月

1日，下限为2 005年1 2月31日。志书中，为保证事件和文字

的连贯性，当记载中时间上确实需要溯源的适当上溯，特别对重

大事件为保持其完整性稍微前后有所突破。

三、 《双流县档案志(2 005年本)》记述范围，是双流行

政区域内的全部档案工作。根据志书记载详略特点，主要记载的

是档案局(馆)工作，即详局(馆)，略基层。中间只记载了中

和镇档案工作情况，可窥一斑。

四、 《双流县档案志(2 005年本)》设置篇、章、节框架

体系，采用述、志、记、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包括序

言、前言、目录、凡例、档案概述、大事记、档案机构设置、档

案行政工作、档案馆工作、档案精藏、档案资料精藏等。全志共

分7篇3 3章30节。为了保证志书记载主题集中，有些史料难



以详细记入，弃之又感觉可惜，于是专门设置了附录篇录入，以

保存史料，传存子孙，留给后人。

五、 《双流县档案志(2005年本)》记载内容多，繁简适

当。档案工作每年均有其规律性，不能事事照录，如县委、县政

府对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几乎年年评比，获得先进的单位和

个人也几乎次次榜上有名，其名单在志书中次次照录扩大了篇

幅，志书中只录到单位，个人略。档案培训、检查也年年组织进

行，志书中只记载有典型意义事件。‘

六、 ((双流县档案志(2 005年本)》的文字、标点、数字、

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行文涉及组织机构、会议、

文件等，按当时称谓记述，一般采用全称，过长的名称多次出现

的用简称，如县委、县府。

七、《双流县档案志(2005年本)》记述有争议的事物，

一般以正面为主，对于他说的只附于一说之后，让后人去总结。

八、《双流县档案志(2005年本)》记载内容，均以档案

馆保管的档案复印件为依据，也有因档案记载不全而属个人保管

的史料，但经调查研究和考证核实，因此入志时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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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述

1986-2005年，是双流历史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年代。历史变革产生生动的

变革轨迹，也产生变革生动的档案。收集、保管和利用好这些档案，服务予新的历

史发展，是当代档案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的使命。

双流县地处成都市近郊。东升、华阳两镇，已成为成都市卫星城和新的城市副

中心。双流县城东升镇距成都市中心12公里，距双流国际机场2公里。全县幅员

面积1068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54200多公顷，总人口92万，辖22个镇、4个乡、

466个行政村、3795个社。境内有双流国际机场，成昆铁路、川藏路、成(都)乐

(山)大件路、成(都)雅(安)高速路、成(都)仁(寿)路穿趣全境。1986年

以来，双流县委、县政府迸一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对内

搞活，对外开放"和“城乡一体，工农结合，互为依托，共同发展’’；并结合成都

南部新城规划，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农民向城镇、土地向业主的“三个集中"，

经济发展再次飞越，实现了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突破，成为省、市“城乡一体化”

试点县。“九五"期间，双流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次跨越。县级经济综合评价，

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列全国76位和40位。县域经济连续十年位居四

川省经济十强县榜首。

双流县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档案事业，双流档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双流这片不断

发展着的经济沃土。1986年以来，双流县档案局(馆)紧跟形势，转变观念，紧紧

把自己根植于双流经济发展这片沃土中，锁住发展经济这一目标，打破档案工作以

往被动服务的局面，主动出击，让双流档案事业深深融合于双流经济发展全过程，

使全县档案事业发展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形势喜人。现将主要成就分述子下：

一、贯彻“两法”，规范化管理档案跃上新台阶

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下称《档案法》)。1988年1月1日，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改

了的《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并正



式颁布实施。《档案法》是档案工作的根本大法，是双流县搞好档案工作，发展档

案事业的根本保证。贯彻执行“两法"，最根本的是实施全县档案规范化管理。20

年来，双流县档案局在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抓点推广，从每一个机关、乡镇、

企业档案室的每一个案卷质量做起，开展达标升级，迸行考评认定，全面开展了档

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到2005年12月止，全县已有195个(次)单位档案规范化管

理达到国家一、二、三级标准。县档案馆的档案管理，也从每一卷每一柜的标准基

础抓起，科学排列，科学检索，科学管理，1992年经四川省、成都市档案专家评审

认定达省三级档案馆。通过微机检索和管理档案，是档案现代化规范化管理的重要

标志。1997年3月7日，双流县档案局(馆)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竞帆信息系统公

司签定安装多媒体信息档案管理服务系统协议，安装了档案信息系统服务器和信息

工作站等，并开始了档案各种数据录入工作，标志双流县档案馆档案步入现代化管

理轨道。2003年，县档案局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紫晶”软件，大面积地变手工立卷

为微机组卷，使双流县档案现代化管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到2005年11月30日

止，在全县范围内共有152家单位安装使用了档案应用软件，其中一级单位96家，

二级单位56家。一级单位运用计算机管理档案率达到了100％，居省、市第一，既

方便保管，又有利检索，使双流县档案现代化管理迈上了新的台阶，有力促进了全

县经济发展对档案的快速利用。

二、开辟档案工作的新领域，让档案与经济建设紧紧融为一体

随着双流经济的不断发展，双流档案工作新的领域不断出现。1986年以来，是

双流县乡镇企业发展的辉煌时期，乡镇企业档案工作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后来不久，

双流又推行“城乡一体化"工程，农村村社档案工作又迫上眉捷。紧接着，县三个

经济开发区相继出现，如何开展经济开发区档案工作又成为新的课题。新形势下应

当有新举措。双流县档案局打破旧有档案传统观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深深把

自己扎根于双流经济建设这片沃土，把档案工作与全县经济发展紧紧融为一体，在

搞好全县正常档案业务工作的同时，在上级还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勇於开拓，下大

力开辟档案工作新领域，狠抓了乡镇企业、农村村社、经济开发区档案工作。通过

lO余年的艰苦努力，在全县各乡镇500多个乡镇企业和300多个乡镇建制村全面建

起了档案，使三个经济开发区档案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管理。同时，还对乡镇农技

站、私人企业经济、全县中、小学校开展建档，使档案工作从局级机关、乡镇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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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各个领域纵深发展，形成了全县适应经济发展的档案工作网络体系，有力地促进

了双流县经济的稳定、持久和全面发展。

三、搞好档案宣传，使档案从封闭型全面向开放型转变

档案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这是双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986年以来，双

流县档案局(馆)解放思想，在全市、全省第一个大胆地在档案馆内开辟了档案资

料陈列室，在社会上第一个公开举办档案宣传橱窗，并利用各种会议进行小型档案

展览，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在电台、广播、报纸公开宣传档案，理直气壮地让社会明

确档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一项工作，群策群

力共同搞好双流县档案事业的发展。据统计，在这20年中，档案局(馆)举办档

案橱窗4次，在各种场合举办档案小型展览16次，发动群众撰写利用档案宣传文

章200余篇(次)，使档案在人们心中再也没有了神秘之感，自觉让档案走进自己

的工作，走进自己的生活，使全县档案工作全面进入良性循环状态，使双流的经济

发展建立在了广泛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四、办好档案科学枝术协会，团结全县档案工作者，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档案科学枝术协会，是双流一个档案学术群众性团体。1986年以来，双流档案

局千方百计办好档案科学技术协会，团结广大档案工作者，发动档案协会会员撰写

档案学术论文，研究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寻找新形势下新问题的应对

措施和策略，不定期举办各种档案学术交流活动，推荐论文参加省、市学术交流，

不断提高档案人员业务素质。同时建立初级档案职称评定委员会，开展档案技术职

称评定工作，向上级推荐中级职称。20年来．双流档案协会会员发表档案论文140

多篇，刊物刊载利用20余篇，档案局(馆)职称评定19名，其中高级1名，中级

7名，初级“名，从而团结了广大档案工作者，促进了档案学术研究，使双流档案

工作健康全面发展。

五、全力开展档案利用工作，让档案全方位服务于双流经济建设

保管档案的根本目的全在于利用，这是档案工作的宗旨。为着这一目标，1986

年以来，双流县档案局(馆)狠抓了社会对档案的需求利用工作，使档案的利用与

双流经济融为一体。市场经济对档案的利用和需求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了及时

地准确地向社会提供各类档案，县档案局(馆)超前思维，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和

编制了各种有效检索工具，编制了开放利用档案目录并向社会公布，认真接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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