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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良渚申遗 用档案讲好申遗故事 
 

5 月 18 日上午，市档案局局长范飞、副局长骆如明一行走进

良渚遗址，调研服务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建档工作。良管委副主任

蒋卫东、余杭区档案局局长俞丽月等陪同调研。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 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其中，发现于

2007 年的良渚古城是目前已知 5000 年前世界最大的城址之一，

被称为“中华第一城”。今年初，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我国申报 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 

遗产档案建设项目在良渚申遗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属于国际专家必检项目。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部门高度重

视，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前期提供了大量与申遗相关的地质灾

害、气象水利等档案资料。目前遗址遗产档案中心已收录档案 1.5

万件，建立了档案信息专题数据库，档案建设项目各项工作进入

收官阶段。 

良渚遗址申遗是杭州的骄傲，更是杭州档案人的历史使命。

范飞要求市、区两级档案部门精准服务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

高标准指导档案中心业务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多渠道丰富

申遗档案资源，全过程记录良渚遗址申遗工作，助力良渚文化的

保护、传承和利用，用档案讲好申遗故事，进一步擦亮良渚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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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世界级文化金名片，不断厚植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和优势。 

 

 

市档案局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 
电子化归档拓面提升 

 

近日，市档案局围绕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目标，全

面推进“最多跑一次”电子化归档“拓面提升”，为深化“最多

跑一次”改革提供可靠的基础支撑。 

一是归档范围从许可事项向八大类权力事项拓展。按照“最

多跑一次”事项电子文件应归尽归的原则，进一步拓展电子化归

档的广度，近期将完成 42家市级单位 8类权力事项共 883 项行政

事项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审定工作，明确各类

事项的业务编码、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处置动作、开放等级和

密级划定，形成细致、全面、科学的“最多跑一次”事项电子化

归档规则。 

二是应用范围从统建政务平台向多系统延伸。基本实现市本

级统建模式行政许可类事项在线办理、归档、移交、保存机制。

截至 5月底，市档案局共接收 18个单位 105个统建模式行政许可

类事项的归档数据 1801件。以市卫计委、市林水局为自建行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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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数据归档工作试点单位，形成了自建系统电子化归档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流程，目前已接收 18 个事项 1131 个办件的归档数

据。对接“一窗受理”中全流程办理事项的归档工作，在全省率

先推动统建、自建、一窗受理事项三类系统的数据归档和接收。 

三是归档方式从传统人工操作向大数据自动化转变。通过对

大数据平台、非关系型数据库、数据可视化、统一数据模型构建

等一系列技术的运用，使得我局应对不同业务类型数据归档更具

灵活性和前瞻性，有效降低管理难度，提高归档自动化程度，实

现了数据人工操作向数据自动管理提升。（信息科技处） 

 

 

市档案局圆满完成“百千万”集中蹲点 
调研走访阶段活动 

 

为认真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指示，扎

实推进“百千万”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近日，市档案局按照市委

统一部署，圆满完成新一轮“百千万”集中蹲点调研走访阶段活

动。据统计，活动期间，全局走访干部参与率达到 100%，走访农

户 2880户，走访企业 19家，召开座谈会、民情恳谈会 13次，梳

理汇总各类意见建议 12个，有效推动当地理清发展思路，助力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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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宣讲明思路。市政协王立华副主席专门为鸬鸟镇党员干

部作了题为《不忘初心施振兴乡村战略，牢记使命圆乡村梦想》

的政策宣讲，要求坚定不移地落实市委振兴乡村经济八大具体举

措，持续推进党建兴镇、生态立镇、产业强镇和服务助镇的发展

思路。市档案局朱荣兴副局长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为主题，利用网络为全镇党员上集体党课，推进基

层党组织“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各调研小组积极向村

“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群众宣传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

做好“三农”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杭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

与举措，帮助镇、村领导干部理清发展思路，凝心聚力，鼓足干

劲。 

主动对接送服务。一是有效提升当地农家乐服务品质。主动

联系协调市餐饮协会和西湖风景名胜区农家乐协会，成功举办了

鸬鸟镇第一期农家乐餐饮培训，60 余家农家乐业主参训，取得良

好效果；二是加快推进仙佰坑村温泉度假小镇项目。目前，该项

目正在积极选商，我局将继续服务跟踪项目进展；三是有力助推

乡村环境整治。在市政协王立华副主席牵线下，鸬鸟镇与中国美

院、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深入合作，并赴西湖区转塘街道、灵隐

街道等地参观学习全域基础环境整治工作，坚持科学规划与统筹

推进相结合，深入谋划乡村未来发展之路，以典型示范带动鸬鸟

镇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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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助发展。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在文化

礼堂举办档案史料巡展，组织摄影家到鸬鸟采风，通过举办摄影

展等形式，吸引百姓参观，提升乡村文化氛围；以“千村档案”

建设为抓手，与余杭区档案局联动加大对镇村档案员的业务培训，

指导结对村收集、整理、保管好“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推进过程

中的档案资料，重点做好鸬鸟镇国际慢城打造、国家 3A级景区创

建、精品民宿转型升级等重点项目建设的档案收集工作，真实、

客观、全面记录鸬鸟镇美丽乡村的“蝶变”历程，留住乡村记忆，

传承乡村文化。（机关党委） 

 
 

市侨联 市档案局（馆）启动侨史资料 
档案征集工作 

 
近日，市侨联和市档案局（馆）面向社会联合开展侨史资料

档案征集工作。本次活动倡导无偿捐赠、自愿捐赠的原则，诚邀

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杭州籍归侨侨眷、华侨华人、

侨务工作者以及广大市民积极支持，向档案部门提供杭州市有关

华侨史料，包括文件、文稿、题词、电报、日记、书画、信函、

票证、声像、照片等原件或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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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海外华侨、归侨、侨眷不仅是中国联系

世界的重要纽带，也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他们有的

为挽救民族危亡、建设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资源；他们有的为杭州经济、文化、

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力量；他们有的手中所珍藏的档案史料既是归侨侨眷所做贡

献的真实记录，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记载。

市侨联和市档案局（馆）旨在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征集、整理、

保存好杭州市的侨史档案，彰显其记录历史、影响社会、激励后

人的价值，进一步弘扬广大侨胞爱国爱乡、造福乡梓的精神。（征

集处） 

 
 

全市启动 6·9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今年 6 月 9 日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 11 个国际档案日，

市档案局统筹策划、精心组织，全市档案系统以“档案见证改革

开放”为主题开展系列档案宣传活动，利用档案充分展现改革开

放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讲述档案背后有关改革开放的故事，

充分反映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独特作用。目前已确定的活动内容包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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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筹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档案文献展、举办“杭州老房

子的前世今生”主题讲座和档案进社区宣传服务活动；萧山区举

办《萧山历史文化》专题讲座、“我是兰台小令史”及档案员项目

技术比武等活动；余杭区开展《信仰的力量》档案巡展活动；富

阳区开展“档案见证改革开放，三行诗点亮中国梦”征文、“小记

者见证大变化”、“我是富阳人，会说家乡话”活动；临安区联合

当地广播电台开展档案系列宣传活动；淳安县组织开展《纪念改

革开放 40 周年书画展》、档案体验日等活动；建德市开展“档案

伴我一生”学生档案实践活动。（宣传人事教育处） 

 

 

富阳区档案局致力打造全区“最强支部” 
 

富阳区档案局按照区委总体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从严

治党要求，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以打造“最强支部”为抓手，

致力固本强基，着力提升服务，争创全区可学可比的先进典型。 

坚持党建引领，力促业务发展。深入开展“党建固本强基年”

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创先争优和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将党建与业务工作进行深度融合，以党建促业务、

以业务带党建，通过党员轮岗、新老党员传帮带、年轻党员窗口

挂职等方式全面推进党员业务素质提升，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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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富春兰台铁军。 

坚持聚焦中心，提升服务能力。围绕城市有机更新、城中村

改造、最多跑一次等中心工作，立足岗位、提升技能、主动服务，

以构建“一站式服务”为工作切入点，争创“日程化、便民化、

定向化、专业化”服务体系。以“八小时外比先进，在职党员服

务社区”活动为抓手，全局党员主动深入社区，发挥档案文化资

源优势，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满足群众档案文化需求。 

坚持创新载体，彰显档案特色。充分挖掘档案价值，积极发

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向社会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

统教育和区情教育，弘扬时代主题，讲好档案故事。加强“富阳

档案”微党建平台建设，以微平台助推大党建，系统展现富阳区

档案局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实开展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成果新业绩，致力打造风清气正、充满兰

台特色的微党建品牌。（李华丽） 

 

 

西湖区民政局依托电子档案管理 
推动救助工作精准化 

 

2017年以来，西湖区民政局作为浙江省家境调查试点单位之

一，率先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开展家境调查工作，并大力依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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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档案管理，及时掌握和健全完善相关信息，推动救助工作的公

开、公正、透明。 

区民政局发挥社会组织信息技术优势，研究并开发完成移动

端申请、受理通道，实现困难群众在家申请救助。入户调查员通

过移动端将现场调查获得的信息及相关证明材料及时提交上传形

成电子档案，由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对“提交救助申请—入户开展

调查—申请资料上传—生成调查报告”家境调查全过程进行实时

监管。 

通过对新申请对象电子档案信息的采集、整理、存储和管理，

该区全面了解掌握了困难群众救助需求，进一步推动精准识别各

类社会救助对象，促进家境调查工作的规范化运作。截至目前，

西湖区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已累计完成 1004 份“一户一档”的档

案管理工作。（西湖区帮扶救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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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我市开展“珍藏家庭档案，见证改革开放”家庭故事征集活

动。通过“杭州档案”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征集反映杭州改革开放

40 年奋斗历程、家庭变迁和生活变化的档案故事。 

上城区开展“领导坐班”活动服务群众查档。区档案局领导

通过窗口坐班的形式，查找群众查档堵点和难点问题，巩固“最

多跑一次”改革成果，打造人民满意的查档窗口。（陈曦） 

拱墅区开展“最多跑一次”事项电子化归档工作培训。5 月

17 日，拱墅区召开 2018 年档案年检业务暨电子化归档工作培训

会，对各阶段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和部署。区各街道、直属单位共

70 余名专（兼）职档案员参加培训。（张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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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家档案局、浙江省档案局、市委常委许明秘书长、市人大

罗卫红副主任、市政协叶鉴铭副主席、市政府丁狄刚秘书长、

市委赵宇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人大教

科文卫工委、市政协文史委 

送：各区、县（市）档案局、市各专业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