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中心谋创新 脚踏实地促发展
成都市档案局局长 赵德喜

“十一五” 时期， 在成都市

委、 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成都

市档案局按照国家、 省档案局要

求， 深入实践邓小平理论和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 认真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围绕深入推进城

乡一体化、 “实验区” 和世界现

代田园城市建设等中心工作， 努

力发扬抗震救灾精神， 推进档案

事 业 不 断 向 前 发 展 ， 为 “十 二

五 ” 良 好 开 局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十一五” 期间， 我们摒弃

了等领导下指示、 靠上级给政策

的被动工作思维， 不断组织全市

各级档案局 （馆） 和业务部门，

认真学习研究市委、 市政府的中

心工作， 结合全市档案工作的特

点、 难点， 重点进行 “我们能主

动 干 什 么 ？ 我 们 能 干 好 什 么 ？”

的对位研究， 找准档案工作的突

破口， 利用各种形式积极主动地

及时将建议与报告呈送上级， 在

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

全市档案事业有了一个可喜的变

化。

转变观念 抢抓机遇促进建馆

“十一五” 期间， 针对全市

档案馆舍建设严重落后于先进省

市的实际状况， 主动申请市人大

两次对全市贯彻落实 《档案法》

的 情 况 进 行 了 执 法 检 查 ， 2009
年市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听取了市

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档案法》 的

工作汇报。 通过这些工作， 使市

委、 市政府及时了解了全市档案

馆库建设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之

间 的 差 距。 2007 年， 市 政 府 办

公厅印发了 《成都市区 （市） 县

综合档案馆馆库面积标准》 （最

低控制标准）， 为全市各 级综合

档 案 馆 馆 舍 建 设 提 供 了 政 策 保

障； 2008 年， 大 邑、 彭 州 新 馆

建 成 并 投 入 使 用 。 2009 -2010
年， 我们紧紧抓住灾后重建和国

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县级综合档案

馆建设的机遇， 加快了新馆建设

的 指 导。 2010 年 9 月 ， 上 海 援

建的都江堰市新馆正式落成并投

入使用； 目前， 双流新馆已建成

投入使用； 新都新馆主体工程也

已 完 工 ； 武 侯 区 新 馆 完 成 了 规

划、 用地等前期工作； 蒲江、 郫

县新馆已列入西部县级档案馆建

设规划， 2010 年年底开始动工。

目前， 成都市档案馆的新建扩建

问题得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 已列入了全市 “十二 五”

规划， 正在积极推进。

紧跟中心 资源建设局面喜人

档案资源的建设， 是档案人

对 维 护 历 史 完 整 的 庄 严 承 诺 。

“十一五” 期间， 我 们打破坐等

接受档案的传统， 积极组织业务

部 门 围 绕 城 乡 统 筹 、 “三 个 集

中”、 新农村建 设等中心， 开 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重点镇村、

土地整理、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

档案工作的专项研究， 主动上门

指导基层档案部门抓好档案的收

集整理， 为完整的记录中心工作

留下了宝贵的档案信息。

2009 年 ， 全 国 集 体 林 产 权

制度改革档案工作会议在成都召

开， 现 场 交 流 了 “成 都 经 验 ”；

2010 年， 市 档 案 局 与 市 统 筹 委

联合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档案

工作， 成效显著， 为群众在林改

和产改过程中提供了优质的档案

工作服务， 也得到了市委、 市政

府的肯定。

2005 年 ， 我 们 在 学 习 兄 弟

档案馆资源建设先进经验后， 结

合 成 都 市 已 经 开 展 一 年 的 “双

重” 档案采集的经验与不足， 主

动向市委、 市政府建议抓好全市

重要活动的档案收集， 得到了领

导的 支持， 并 以 成 委 办 〔2005〕

46 号 文 件 的 形 式 确 定 下 来 。

“十一五” 期间成都 市档案馆 现

场采集、 收集 500 多次重要活动

资料 （其中纸质文件资料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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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视 频 12000 多 分 钟 、 照 片

13000 多 张 ）。 “5·12” 大 地 震

发生后， 我们组织专门队伍深入

灾 区 收 集 档 案 ， 为 普 通 人 建 立

“生命档案” 的创新， 还得到了

央视、 凤凰卫视等各大媒体的广

泛关注。 “十一五” 期间， 完成

97350 卷 重 点 档 案 的 抢 救 保 护 ，

并且开展了把重点档案抢救保护

与数字化相结合的探索， 取得了

实效。 今年开年， 市委、 市政府

还专门开会部署城乡统筹发展专

题档案工作， 为档案部门完整保

存这一重大决策的历史记录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

拓展思路 利用档案服务中心

收集和保存档案的最终目的

是利用。 “十一五” 期间， 我们

不断探索档案利用的新思路、 新

形式， 改变等 “客” 上门查阅档

案的传统服务方式， 逐渐走出了

挖 掘 档 案 资 源 主 动 服 务 中 心 工

作、 服务社会公众的新模式。

“十一五” 期间， 我们结合

《档案法》 的宣传贯彻， 走上了

面 向 市 民 的 《成 都 讲 坛 》 ， 以

《档案你我他》 为主题， 通俗直

观地向市民介绍档案与社会、 与

公 民 的 关 系 ； 在 电 台 的 直 播 间

里， 局长两次与市民进行热线通

话， 解答市民关心的热点疑难；

“5·12” 地震发生后， 我 们迅速

组织将已编写的 《成都市民生档

案查阅指南》 免费向市民发放，

引导他们方便查找与己相关的档

案信息； 围绕城乡统筹发展， 先

后举办了 “和谐成都”、 “一体

城乡” 等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档案

展览； 结合重大纪念活动， 我们

与媒体合作， 制作播出了 《记忆

三 十 年》、 《成 都 1949》、 《解

密 》 等 一 批 影 视 节 目 ； 在 建 国

60 年 周 年 之 际， 编 辑 出 版 《成

都解放》 档案资料汇编； 结合重

大宣传工作， 召开了 “世博档案

在成都”、 “成都远征 军档案史

料” 等一系列公布档案的新闻发

布 会 ； 2010 年 又 探 索 建 立 了

“成都知青档案全省查阅机制”，

使知青档案的查准率大 大提高，

受到广大市民和相关领导的热情

鼓励； 9 月 3 日， 围绕 “扩大开

放年” 的工作， 首次邀请百余位

普通市民来档案馆参加 “市民档

案日” 活动……通 过这些工 作，

使档案的作用在服务中心工作中

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也促进了档

案工作与 《档案法》 的宣传。

“十一五” 期间， 全市档案

工 作 在 信 息 化 建 设 、 规 范 化 管

理 、 安 全 体 系 建 设 等 方 面 ， 与

“十五” 相比都得到了明显的发

展。

回首 “十一

五 ”， 我 们 深 刻

地认识到： 紧紧

地 围 绕 “中 心 ”

思 定 位 、 想 办

法 、 主 动 服 务 、

勇于创新， 才是

档案事业发展的

硬道理， 才是档

案 人 有 为 之 道 ，

也才能把档案工

作的难点转化为

亮点。

面对已经开

启的 “十二五”，

我们的奋斗目标

是： 成都市和区

（市） 县国家综合档案馆的 馆舍

面积力争全部达到国家要求， 主

要设施设备符合安全 保管要求；

整合全市档案资源， 逐步实现信

息共享， 大力丰富国家综合档案

馆 馆 藏 资 源 ， 构 建 覆 盖 全 域 成

都 、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档 案 资 源 体

系； 大力推进档案信息 化建设，

构建全市档案公共服务网络， 完

善档案信息利用服务体系； 采用

现代化手段， 保障档案实体和档

案信息安全； 依法管理档案事业

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档案工作人

员的专业素质明显提高； 充分发

挥市和区 （市） 县国家综合档案

馆 “五位一体” （档案安全保管

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档案

利用中心、 政府信息 查阅中心、

电子文件中心） 的功能， 不断提

高公共服务能力。 为此， 全市档

案工作者正积极思考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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