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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大启动全市档案事业发展情况调研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 年工作安排，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

文卫工委启动对《杭州市档案管理条例》实施十周年及全市档案

事业发展基本情况调研，先后分别赴淳安县、建德市和上城区档案

局开展档案工作调研。 市档案局局长范飞、副局长骆如明参加了

调研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姚坚带队的调研组一行对馆

室现场进行了视察，并听取了近年来区、县（市）档案局围绕中心

工作，在提升档案工作服务能力、推进档案新馆和数字档案馆建

设、增强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深化基层档案法治能力、弘扬档案文

化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和工作成效，及区、县（市）档案事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姚坚主任强调，要做好 ３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档案基础性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二是要深入挖掘档案价值，发挥档案地

方特色，体现档案工作的效益；三是要扩大档案影响力，通过购买

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部分问题。 （业务

指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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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文化兴盛责任担当　 用档案讲好杭州故事

———文史随笔集《杭城忆昔———档案里的杭州故事》新书分享会举办

文化竞争力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国际化

城市对文化竞争力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杭州市档案局（馆）

扛起“文化兴盛”责任担当，为当好延续杭州历史文脉中的“薪火

传人”，近几年来，杭州市档案局（馆）注重挖掘“杭州记忆”，以着

力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为宗旨，“激活”丰富的馆藏档案材料，深入

挖掘杭州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邀请省内知名作家，充分利用现

有素材撰写专著。 日前，由杭州市档案局（馆）组织编写，知名报

告文学作家孙侃撰稿的文史随笔集《杭城忆昔———档案里的杭州

故事》新书分享会在杭州市图书馆举行。

活动由杭州市档案局（馆）、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图书馆主

办。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黄亚洲，浙江人民出版社总

编辑虞文军，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宣传处、浙江省档案局档案文化

处、杭州市档案局（馆）、杭州图书馆、杭州市历史学会、杭州师范

大学图书馆、杭州日报等相关领导及学者，以及媒体界人士、读者

代表近百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分享会上，档案专家、文史专家、作

者、读者还在现场进行了互动，围绕杭州今昔变化，甚至某个城市

细节展开讨论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读者纷纷认为这样的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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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增长了文史和档案知识，又获得艺术享受，可谓此“会”不虚。

《杭城忆昔———档案里的杭州故事》借助于杭州市档案馆卷

帙浩繁的资料，截取了近现代杭州发展的若干个点面介绍这座美

丽城市的前世今生。 著名作家黄亚洲在本书的序言中对此书大加

肯定：“杭州的每个时段与每个角落，都有说不尽的故事，哪怕取

其一面、截取一段、究其一点，也足够文人们穷经皓首了，由此制出

汗牛充栋的研究和写作成果，就是我的藏书不多的书架上，也感觉

到了重量。”（编研处）

推动海外档案征集　 加快新时代档案资源建设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

时代档案资源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全省档案资源建设的总体目

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确定了新标杆，

绘制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 杭州市档案局（馆）紧紧围绕《意

见》提出的要加强珍贵档案资源境外征集工作的要求，加快抢救

流失海外的杭州历史档案和记忆，于近期组织人员赴美国纽约、费

城两地进行境外档案的征集，并与当地历史档案中心进行了深入

的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建立了长期交流合作的初步意向。

征集成果丰硕。 此次海外征集活动，基本确定今年年底前将

有 １５０００ 页保存在纽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费城长老会历史档案

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杭州档案文献影像页会作为我市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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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征集入杭州市档案馆。 征集内容种类

繁多、内容珍贵，如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美国传教士给美国政府的报告

中关于杭州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等暴行的内容，是杭州抗日战争

史第一手档案；２００ 多张跨度从清末至 １９５０ 年的着彩幻灯片，反映

了杭州城市、农村、社会、人文等各方面发展变迁过程。

管理观念更新。 在档案的管理和利用上，美国档案的开放程

度很高，利用服务十分便捷。 美国各机构对于本土文化的宣传，对

于本机构历史、文化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基本上每一个档案馆、

图书馆，甚至是图书室，都有或大或小的展示空间，展示他们的馆

藏珍品，展示机构的历史沿革，展示他们的文化理念。 这些都值得

我市档案部门学习借鉴。

长效机制健全。 持之以恒的海外档案征集工作，是深入推进

杭州城市记忆工程的有效抓手。 杭州市档案局（馆）与杭州师范

大学就杭州档案文献的征集与研究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编制

《美国馆藏杭州档案文献目录提要》，积极开展境外杭州档案文献

征集工作。 同时，在持续征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合作研究模

式，不断加强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我市文化兴盛行动提供档案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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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完成全区“千村档案”建设工作

为完整记录、保存萧山全区省级历史文化村落的基本信息和

历史面貌，保护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 根据省档案局、省农办、省

财政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千村档案”建设工作要求，萧山区档案

局组织力量对全区列入“全省各县（市、区）历史文化村落保有数

量和名单库”的楼塔镇楼家塔村，河上镇凤坞村、众联村、东山村，

衙前镇凤凰村，进化镇大汤坞村、欢潭村，义桥镇云峰村等 ８ 个行

政村，开展数据采集和信息挖掘。 目前已收集上报文书、音频、视

频、照片等多种类型档案数据 １７ １４ＧＢ。

在“千村档案”建设推进过程中，区档案局对 ８ 个行政村的历

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对村落历史文化信息的资源

采集、数字化加工、整理建库和实体建档等工作做了具体的布置，

积极指导各村做好“千村档案”建档工作材料的收集，努力留存

“乡村记忆”。 通过深入挖掘记录各个村落的多元历史文化信息，

建构“一村一档”、丰富完整“千村档案”数据库，推进村级档案的

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了档案记录历史、服务现实的作用，助推全

区乡村振兴工作，让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利用，

彰显萧山美丽乡村建设的地域特色和人文特点。 （周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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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档案业务培训会

为贯彻落实杭州市委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推进会和

余杭区政府专题研究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会议精神，余杭

区档案局第一时间动员部署，利用“周三夜学”，组织全局人员开

展了档案业务培训，重点围绕行政权力事项的办理条件和审批流

程进行了系统讲解，并对档案查阅流程、异地查档等便民服务开展

了操作培训，达到了参与人员、业务事项的培训全覆盖。 通过培

训，进一步增强全局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业务能力，从而提升群

众和企业到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的实现率和满意率。

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余杭区档案局以提升百姓获得感为

宗旨，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服务形式，在余杭区各镇街铺设查

档共享利用点，让群众不出镇街就能及时查阅所需档案，真正实现

“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 除完成局本级行政权力事项的

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之外，还立足部门职能，稳步推进全区电

子化归档工作，目前正有序推进全区 ３０ 家单位 ９ 大类全部行政事

项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审定工作。 下一步，将根据

审定完成情况对各单位进行浙江政务服务网系统模块配置，陆续

开展电子数据接收进馆工作。 （钟笑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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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三步走”开创业务档案管理新格局

为改变各类业务档案管理水平参差的现状，明确标准规范，落

实责任主体，余杭区档案局分“三步走”，持续发力，为我区业务档

案管理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一是针对性开展调研，摸清各重点类型业务档案管理现状。

由余杭区档案局牵头，联合发改、经信、国土、招商、征迁、住建、农

业、交通等部门组成调研组赴未来科技城、区人力社保局、交通集

团、良渚新城、塘栖镇开展实地调研，进一步检查各单位在重大建

设项目、征迁安置、招商协议、重大活动、决策记录等方面档案的齐

全性、规范性，梳理档案收集、保管、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形

成余杭区档案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报告。

二是进一步厘清档案收集、保管、监管主体，为压紧压实责任

保驾护航。 在前期调研摸底的基础上，由余杭区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建立全区档案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明确全区 ５７ 家成员

单位；由全区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公布全区镇街、平台、

国有公司主要业务档案目录清单的通知》，发布镇街、平台、国有

公司 ３８ 种主要业务档案目录，全面整合各专项档案的管理标准、

归档范围、监管方式等，逐步形成余杭区档案工作统筹布局、分工

协调、共同监管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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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联合开展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专项档案的收集整理。

为深入了解专项业务档案收集、整理、归档、保管现状，余杭区档案

局分别参与了区确权办联合各职能部门的全区农村土地确权工作

检查验收工作，分赴全区 １８ 个镇街及所辖村社开展为期 ６ 天的确

权档案实地检查工作，对档案收集的齐全性，整理的规范性等方面

作出进一步要求；参与区征迁办联合审计、交通、住建等职能部门

开展的征迁工作专项督查，切实履行档案监管职能，通过督查，落

实档案应归尽归。 （李高飞）

余杭区开展业务系统应急恢复演练

为确保档案信息系统和电子档案的绝对安全，进一步提高档

案应急响应能力，减少因突发安全事件带来的档案信息系统和档

案数据损失，余杭区档案局于 ９ 月 ２８ 日、２９ 日组织开展档案业务

系统应急恢复演练，区档案局信息技术科、设备和系统软硬件维护

公司相关人员参与本次演练。

演练前，演练组精心制定了演练方案，并对档案业务系统和电

子档案数据进行了完全备份。 根据演练方案，演练组模拟了因数

据库崩溃、误操作、文件损坏、丢失等问题引起数据库无法使用及

因误删除、中毒、存储故障等问题引起原文损坏、丢失等多种场景，

对全区 ２ 套档案业务系统、数字档案室系统的 １０ 个全宗 １４４ＧＢ 的

备份数据和馆藏档案管理系统 ２ 个门类 １１３ＧＢ 的备份数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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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原文的恢复工作，恢复后的系统运行稳定、数据完整可

用。 通过演练，不仅仅对备用数据的可用性进行了验证，也同时对

数据备份策略及备份机制进行了优化，进一步增强了全区档案业

务系统的信息防护能力。

余杭区档案业务管理系统，不仅保存了全区所有一级立档单

位档案室室藏档案的数字化副本、也存储着馆藏 ９０％以上档案的

数字化副本，信息安全尤为重要。 通过定期开展应急恢复演练，对

于进一步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强化系统安全保障

能力、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档案信息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

意义。 （孟俊）

富阳区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事项电子化归档

今年以来，富阳区档案局分阶段持续实施服务“最多跑一次”

改革，推进电子化归档工作开展成效显著。

一是下发《关于要求加快开展 ２０１８ 年度“最多跑一次”事项

电子化归档工作的通知》，部署全区电子化归档工作，要求各有关

单位落实分管领导和责任人员，逐步形成“最多跑一次”事项在线

归档、保存、移交、利用的长效机制。

二是抓“最多跑一次”事项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审核工

作。 已对全区 ３２ 家单位“最多跑一次”事项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

期限进行审核，要求各单位今后根据审核通过的归档范围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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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期限进行分类归档。

三是联合区政府办举办业务培训。 对 ３３ 家单位承担“最多跑

一次”行政许可事项的负责人、业务人员、配置管理员开展业务培

训，通过对《浙江政务服务网电子文件存档信息包数据规范（试

行）》的解读、浙江政务服务网（富阳区）在线预归档模块操作培训

和现场配置指导，推进行政许可事项电子化归档工作在线操作

应用。

四是启动在线预归档工作。 目前，区水利水电局、人防办等

１６ 家单位已实现政务服务网网上办理事项已开通在线预归档工

作，完成预归档事项 ６２１４ 项。

五是由区档案局负责建设的“电子文件统一管理平台”已由

区发改局正式立项，通过构建以资源建设为基础、规范管理为保

障、共享利用服务为目标的电子文件统一归档管理平台，助力“最

多跑一次”改革，推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目前已完成电子文件

统一管理平台接口设置、以及省、杭州市交换平台的部署搭建和相

应接口的调试工作。

下一步，区档案局将根据全省“最多跑一次”事项电子化归档

工作部署，紧扣时间节点，推进电子化归档平台的互联互通，确保

２０１８ 年“最多跑一次”事项电子化归档目标任务的完成。 （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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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区服务企业办事跑出加速度

富阳区档案局积极践行“最多跑一次”工作宗旨，着力改变工

作作风、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在服务企业办理重点建设

项目档案验收、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档案验收等行政审批事项时，

为企业办事提供优质服务，力争让企业“跑零次”。 一是梳理《富

阳区档案局“最多跑一次”事项办事指南》，公开受理条件、所需材

料、办事流程、咨询渠道等信息，就“去哪办，找谁办，怎么办”等问

题进行详细介绍。 二是热情服务办事企业，就重点建设项目文件

材料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程序等问题提

供无偿业务培训与现场指导。 三是实现“浙江政务服务网”在线

审批、验收意见邮寄送达，让企业办事“跑零次”。 （李华丽）

富阳区完成档案执法“双随机”全覆盖

近日，富阳区档案局组织档案执法检查组赴东洲街道、富春第

四幼儿园开展档案的现场执法检查。

检查组首先听取了负责人的汇报，查看工作台账、随机抽查档

案并实地查看档案库房，在检查过程中就档案的内容齐全、保管安

全、整理规范等重点问题进行严格把关。
—２１—



据悉，富阳区档案局行政执法检查采取自查自纠和现场抽查

结合，分步进行两手抓。 一是自查阶段。 要求全区相关单位根据

检查内容进行全面自查、及时整改。 二是抽查阶段。 区档案局积

极践行“双随机”精神，通过《浙江企业信息交换共享平台》系统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检查人员。

综合自查自纠和现场抽查情况，本次执法检查效果理想，抽查

单位总体情况较好，安全制度落实，工作流程规范，个别问题经责

令已改正。 具体结果将通过《浙江企业信息交换共享平台》进行

公示。

截止目前，富阳区档案局已全部完成执法工作年度工作计划，

“双随机”事项覆盖率、完成率提前实现 １００％。 （李华丽）

临安区人大代表视察档案工作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临安区人大代表教科文卫民宗侨专业组视察

全区档案工作。 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吴云海副主任参加了视察，区

发改局、财政局、人力社保局、民政局、玲珑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陪

同视察。 代表专业组实地踏看了区民政局、杭州锦江覆铜板有限

公司年产 １２０ 万张无卤高性能覆铜板项目、玲珑街道办事处档案

工作，并听取了区档案局全区档案工作情况汇报和与会部门情况

介绍。

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全区档案工作取得的成效，并直面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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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意见建议。 视察组对全区档案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充

分认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服务性、政治性和国计民生

方面；二是要切实加强档案工作，依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确

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要善抓工作重点、加强人员培训，切实履行

好管理服务职责，指导调动各部门力量，推动全区档案工作健康良

性发展；三是加强档案工作宣传，进一步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和法治

观念。 （郑小春）

临安区四项措施抓好档案安全工作

临安区档案局强化四项措施，认真做好档案馆库档案安全管

理工作。

一是强化意识。 召开专题局务会议和全局干部职工会议，传

达国家、省市及全区加强安全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增强政治敏感

性，牢固树立“档案安全重于泰山”的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

二是强化纪律。 抓实值班值守责任制，节日期间，实行 ２４ 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及时处理带班期间发生的各类紧急公务

和突发事件，坚决做到值班岗位随时有人坚守，值班电话随时有人

接听，确保节日期间整个馆藏档案的绝对安全。

三是强化巡查。 局长带领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档案库

房、电器线路、消防设施以及网络运行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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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彻底排除隐患。

四是强化管理。 要求管理人员按照档案库房安全防范管理要

求，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执行制度，规范工作行为，确保档案

实体与数据万无一失。 （郑小春）

【简讯】

市档案局积极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 市档案局积极

开展 ２０１８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按要求及时上报处

理意见，确保按要求完成清理工作。 （业务指导处）

余杭区《改革开放四十年余杭影像》出版发行。 ９ 月 １９ 日，由

余杭区史志办和区档案局（馆）联合编辑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余杭

影像（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内部出版并在余杭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型图片

展开幕式上发行。 该影集分历史变迁、创新余杭、美丽余杭、文化

余杭、幸福余杭、平安余杭等六部分，记录余杭改革开放以来的精

彩瞬间，展示余杭 ４０ 年来从“三大跨越”到“五大余杭”建设的成

熟与坚定。 （高建华）

富阳区档案局积极部署“周末预约查档”。 市民可在工作日

提前向档案服务中心提出周末预约查档申请，解决群众周末查档

难问题。 （李华丽）

临安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洁静走访调研区档案局。 ９ 月 ２９

日，临安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洁静一行到区档案局走访调研，吴

部长一行实地查看了档案查阅室、档案整理室、数字化加工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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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活动室等，并对档案局干部职工的工作状态表示充分的肯定。

她指出，档案工作是基础性工作，事关长远，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

区档案局 （馆） 班子一定要以身作则，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

（郑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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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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