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贯彻国家档案局 10号令，帮
助金翼蛋品、麦达斯铝业、麒鸣牧业等
26个民营企业规范建档，吉林省电视
台专题报道我馆服务企业事迹。

坚持重心下移，全力提供档案服
务。购置雨伞、医药箱、花镜等便民物
品，摆放绿植花卉，改善档案查阅利用
环境。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完善便民服
务流程，实施节假日预约、老弱病残绿
色通道服务。每年接待查档群众1800
多人次，提供各类档案资料 7600多卷

件，涉及职工接续工龄、特殊工种退休、
房照办理、户口迁移、出生证明等群众
切身利益，收到群众赠送锦旗12面。

市档案馆与市委党校共建“教学
科研基地”，与市直机关工委共建“市
直机关党员教育基地”。编撰出版的
《辽源档案记忆系列丛书》作为全市副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轮训用书，充分发
挥档案馆传播党的先进文化功能，使
档案馆成为市直机关干部追溯初心使
命、汲取前行动力的重要阵地。

让重心下移：档案服务发展见成效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任乐天/ 校对：唐海鹰/ 制作：关明闯 版3专 刊

守史为党创佳绩守史为党创佳绩 务实笃行显担当务实笃行显担当
————““全省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全省档案系统先进集体””辽源市档案馆工作综述辽源市档案馆工作综述

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技术、新模式
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市
档案馆以项目建设推动档案工作提档
升级。

按照“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要
求，推进数字档案馆转型升级。2017年
以来，争取省档案信息安全专项资金80
万元，购置了数字档案馆设备。争取市
财政档案信息化资金100万元，建成馆
藏档案数字化目录中心，实现纸质与电
子档案同步接收进馆。1948年至1987
年各全宗档案和市政府2015年以前档
案实现数字化利用，植物标本、字画、剪
纸、老照片等珍贵档案实现信息化管理。

2016年以来，争取省档案馆库安全
设施设备补助资金60万元、市财政资金
37万元，建成了档案馆安全防护围墙，
配置了档案库房恒湿系统，更换了气体
灭火和消防报警系统。2020年，争取资

金 95.41万元完成辽源市档案馆涉密
网、非涉密网内的服务器、计算机终端、
系统软件的全面替代工作。

深入研究国家选题方向，主动对接
国家支持的项目。2019年、2020年争取
国家重点档案开发专项资金40万元，出
版发行《辽源档案记忆——辽源市近代
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辽源档案记忆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各
2000册。图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具
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存史育人价值。除
省档案馆外，近两年我省仅辽源市档案
馆一家获得该项资金。

2016年以来，争取国家重点档案目
录体系建设资金 141万元，完成 36882
卷、56.68万件历史档案文件级整理和数
字化编目工作，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馆
藏国家重点档案目录体系建设任务，被
省档案局誉为“辽源模式”向各地区推广。

做项目文章：推动档案工作提档升级

组织参加纪念《档案法》颁布30周
年全省档案法律法规知识竞赛，荣获
第一名。依法接收文书档案 5.62万卷
（件），接收整理原矿务局公安处档案、
房屋产权、出生证明、统计、地震等专
业档案 6.74万卷。同步接收电子文书
档案 590GB。对标国家相关规范标
准，建立国家重点档案动态台账，将档
案纸张酸化、老化、霉变、残缺、污染等
20多种破损情况全部纳入台账管理，
全面规范地反映档案管理状况。

为保留城市记忆，全面、完整地记
录辽源发展变迁的足迹，组织采访原市
级老领导、全国劳动模范、抗美援朝老
战士、琵琶之乡传承人、皇家鹿苑通考
编者等 19位土生土长的辽源人，他们
口述的亲身经历弥足珍贵，是稍纵即逝
的宝贵财富。征集反映辽源地域文化
的珍贵档案资料4063件。其中，《包公
错案传奇》电视剧脚本 25集、《辽源日
报》合订本60本、王德林等辽源作家著
作 11部、王光久书画和图书 5份、上海
知青散文集3本、东丰农民画1幅、衍纸
画4幅，馆藏档案资料日益丰富。

严格按照《档案馆应急管理规范》
《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管理办
法》《档案馆防止灾害工作指南》等行
业标准和规定，制定完善《辽源市档案
馆安全工作应急预案》，建立微型消防
站，配备专业消防衣、防毒面具等消防
专业用品；每年组织开展档案安全教
育和应急演练，提升档案安全管理和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2019年，吉林省档案编研优秀成
果奖评选中，我馆推荐的《辽源档案记
忆 1917—1945》《档案辽源专栏》荣获
一等奖，《档案故事·西安解放》荣获二
等奖，《辽源档案记忆—辽源市近代民
族工商业发展历程》等6项成果获得三
等奖，成绩在全省各地区名列前茅。

每年 6月 9日围绕国际档案日主
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2018年，
在全省档案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
《打好“五张牌”，让档案活起来》的经
验介绍。辽源市委《辽源信息》专版刊
登了“市档案馆五项措施做好精准扶
贫档案工作”，辽源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胡永为在专版上作出重要批示。

强业务能力：激发档案工作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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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编研开发实现历史性突破；
全省档案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第一名；
国家重点档案文件级目录体系建设“辽源模式”在全省推广；
业务建设水平在全省8家市（州）级综合档案馆中处于前列；
……
近年来，辽源市档案馆秉承“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理念，

坚持以“守护历史、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为使命，全面加强档案治理体
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和安全体系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履
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职责，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2016年至2020年度，被省人社厅和省档案局表彰为“吉林省档案系统先进集
体”，2020年被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选为“全市文明单位”。

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为主题，举
办日伪时期档案图片展等系列活动，用
档案史料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九·一
八”纪念日，在辽源电视台“新闻频道”

“说事”两个栏目讲述日伪时期日本掠
夺辽源煤炭资料历史，揭露日本军国主
义罪行。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
市政协、《辽源日报》、辽源电视台联合
举办“抚今追昔看辽源”大型图片展，激
发全市人民爱国爱家情怀。

充分发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功能。建成450平方米辽源档案史料
珍品展厅和 500多平方米实物档案展
厅，通过1356卷档案、1417件实物、3264
张照片、510张商品票证和影像资料，从
不同侧面展示辽源鲜为人知的尘封历
史。每年接待省（市）各级领导、省内外
档案同仁、机关干部及社区群众参观60
多批次、3000多人次。2020年，市政府
与华谊启明星剧场美好生活综合体项
目签约前后，考察团两次参观市档案
馆，对展品表现出浓厚兴趣。

讲述档案背后的故事。联合电视

台录制“庆祝建党100周年”专栏节目，
讲述辽源“龙泉酒”、东北二人转“皇后”
筱兰芝的档案故事。《辽源日报》刊发

“辽源故事”专栏文章196篇，广播电台
录播“重温历史记忆、不忘砥砺前行”节
目32期，市政府网站连载日伪时期档案
背后的故事48篇，展现辽源发展历史，
激发奋力前行的信心。

深挖馆藏档案资源。编印《辽源档
案记忆 1917—1945》《档案述说辽源故
事》《西安解放》《辽源曲艺志精编》《辽源
清代文书档案图鉴》5本文史资料，摄录
《精彩兰台硕果香》《档案述说辽源幸福
生活》《辽源档案记忆》3个史料专题片，
协同市委宣传部编辑出版《辽源故事》连
环画系列读物，展示辽源历史文化。

积极参与“辽源市城市记忆馆”建
设和“辽源城市节”展览活动。积极参
与市政协、市委党校“东北小上海”课
题和辽源地区自然历史文化发掘与整
理项目，提供辽源改革开放30年、辽源
工业发展50年、辽源60年代至70年代
工业发展概况等档案资料2万多卷、图
片20余张。

让历史说话：扩大档案宣传影响力

成立市档案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贯彻落实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疫情防控
的各项措施和吉林省档案局《关于做好
全省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工作的通知》要
求，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
带班制度，加强档案馆库消毒和安全巡
查，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安全。

及时发布暂停馆藏档案资料、政
府公开信息查阅以及展览参观接待等
对外服务公告。开辟查档“绿色通
道”，及时精准提供服务，确保工作不
断。根据疫情变化，适时恢复现场查
档利用服务。领导带头、全馆干部协
助辽源市西安区浴明社区和鸿民社区
做好隔离人员回访、出入口车辆和人

员排查等工作。西安区裕明社区赠送
我馆锦旗一面，感谢档案干部疫情防
控期间的无私援助。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排查报告制度，
建立排查台账。对已经接触或可能接
触到疫区反辽人员、确诊或疑似患者的
人员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强化对进出
档案馆人员管控工作，测温扫码，严格
登记。发布《关于征集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档案资料的通告》，征集方树源
《辽源团结战疫情》快板、新冠疫情科普
宣传宣传画、照片、挂历等档案资料46
件和辽河源高速口防疫卡点工作读卡
器1个。真实记录辽源人民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奋斗历程，讴歌
社会各界奋战抗疫一线的场景。

行担当之举：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
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和“亮身份、树
形象，当先锋、作表率”活动。成立工会
组织，建立职工书屋，开展京剧鉴赏会、
读书分享会、经验分享会等活动，全馆
干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

组织参加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
育中心新修订《档案法》公益大讲堂和
浙江省档案干部网络培训活动，系列学
习档案业务知识。积极参加国家和省
档案组织的档案局馆长培训和业务专
题培训，档案业务培训实现“全覆盖”。
邀请专家为党员干部讲党课、书法鉴赏
课和公文写作知识，充分利用新时代龙
山论坛、“新时代e支部”、公务员网络培

训学院等平台学习党的理论和业务知
识，提升档案干部综合能力。

“十三五”期间，市档案馆 1名同
志评为“市级劳模”，1名同志荣获“五
一劳动奖章”，25名同志被省、市相关
部门表彰为“档案系统先进个人”“优
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业务
科处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优
秀退役军人”。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十四五”开
局，扬帆启航。辽源市档案馆将举上
下之力，以与时偕行的态度，为民服务
的初心，用实干增添发展动力，用奋进
绽放文化光芒。这是档案馆集体智慧
与力量的体现，更是这一代档
案人的责任与担当。

强队伍建设：素质能力全面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