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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服务
新战略，档案
服务大民生。

近 年 来 ，
我市档案部门
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
将服务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以档
案服务窗口建
设为载体，深
入挖掘档案资
源，不断拓展
档 案 服 务 领
域，努力打造
档案公共服务
的宁波“创新
样本”。

鄞州创新人社
档案管理

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等
人社业务档案，历来重要，
影响着每一个参保单位、每
一个参保人的权益。

近年来，鄞州区人社局
与区档案局联手推进，实施
镇乡 （街道） 社会保障和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业务档案清
单式管理。

据悉，创业就业、社会
保险、劳动维权等档案，鄞
州实现了区级、镇乡 （街
道） 二级联动、同步执行，
按照“谁形成谁立卷”“谁保
管谁立卷”的形式，做到程序
上归档文件材料可追溯，责
任上档案管理有落实。

目前，鄞州区原下辖
23 个镇乡 （街道） 及南部
商务区管委会中，各镇乡

（街道） 的社保、就业等业
务均已实施基层服务项目清
单制度，基本实现劳动服务
站与本单位综合档案室、区
级人社主管部门之间业务档
案的联动、无缝传递和交
接。按照要求，站里配备了
专门人员负责档案管理，一
部分有条件的乡镇设立了专
门档案室，对保管期限 10
年以下由站里负责的档案进
行整理、保管。

同时，按照档案存量数
字化、增量电子化、管理标
准化要求，鄞州区人社部门
大力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
已完成失业职工人事档案
50925 件、流动人员挂靠人
事档案 78853 件，约 551 万
页的档案数字化加工，实现
窗口直接在线利用。

鄞州区人社部门档案电
子化之路还在不断延伸。档
案中心工作人员已开始着手
扫描就业、养老、医保等档
案资料，该区也因此成为全
市人社系统内建立民生类电
子档案的“先行者”。

（周蕴莹）

海曙组织农村文化
礼堂建档专题培训

日前，海曙区 2017 年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场
会在集士港镇深溪村召开。

为进一步指导村级组织
做好农村文化礼堂建档工
作，区档案局主动对接，在
现场会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
档专题培训。培训围绕镇

（乡）、行政村组织做好农村
文化礼堂档案资源的收集、
整理和归档，详细讲解了海
曙区农村文化礼堂文件材料
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要求
各行政村结合自身特点，从
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
尚贤、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
分类整理，纳入村综合档案
室统一规范管理。

（张骏）

镇海开展重点建设
项目档案归档指导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水利
工程建设项目档案规范化水
平，近日，镇海区档案局赴
澥浦大闸外移工程项目基
地，对该项目档案的系统收
集、科学分类、规范立卷作
具体指导。

澥浦大闸外移工程，是
浙江省重点水利工程姚江二
通道 （慈江） 工程建设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成
后，可有效提高宁波北部地
区防洪排涝、挡潮标准。

今年 10 月，该工程项
目准备进行规划验收，但包
括监理、施工在内的各家单
位工作人员对水利工程资料
验收的内容及具体要求存在
诸多不明确的地方。镇海区
档案局依据《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档案管理规定》的有关
要求，就项目档案内容的完
整性、真实性与准确性做了
统一说明，并针对性地解答
了各单位在档案整理过程中
的疑问。 （何小平）

市民王女士是余姚人，7年前
在 慈 溪 结 婚 ， 后 因 工 作 调 至 海
曙，现因买房落户、子女入学等
需要提供婚姻、社保、户籍迁移
等多种证明材料。

一些原始材料因保管不善丢
失，正为补办证明材料发愁的王
女士，拿到一份 《宁波市民生档

案分布与查阅指南》，按照 《指
南》 里的“路线”，一天时间内便
将所有证明材料补齐。

近年来，我市民生档案利用
率逐年上升，民生档案在服务社
会管理、为公众解决问题和维护
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民生档案分布广、形成单位多，

因不同职能部门形成的档案特性
不同，民生档案的保管部门、利
用条件与手续要求不尽一致，由此
导致的公众查档“跑错门”“跑多
次”等问题时有发生。为较好解决
这些问题，市档案局今年启动了指
南编制工作，8月底正式印发。

“指南”分馆藏与馆外两篇，

馆藏篇收录了宁波 12 个国家档案
馆 （包括原江东区档案馆） 馆藏
的民生档案类目；馆外篇收录了
宁波市直、区县 （市） 及乡镇共
近千家单位的数百种民生档案类
目。“指南”列明了各类民生档案
的形成单位、保管单位、档案内
容、查阅方法、查阅地点以及咨
询电话等。

目前，市档案馆的查阅大厅
及网站提供有 《馆藏档案查阅指
南》《查阅须知》《宁波市民生档
案分布与查阅指南》 等工具书，
方便市民了解查档方法和途径。

编制民生档案利用指南
为市民利用档案提供“路线图”

10 月 20 日 上 午 10 时 30 分 ，
海曙区档案馆从浙江档案服务网
接 到 江 山 市 档 案 馆 跨 馆 查 询 信
息，要求查询姜先生、邵女士两
位高龄老人在海曙区的婚姻档案。

通过馆藏系统，海曙区档案
馆查询到 1969 年这对夫妇在宁波
甬江公社的结婚登记档案，10 点
57 分即通过浙江档案服务网向江
山市档案馆反馈办结信息，同时
电话告知老人，并将相关婚姻档
案证明材料通过 EMS 寄送江山市
档案馆。

这是档案部门主动融入“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生动一幕。据
悉，截至目前，市档案局的 10 个

“最多跑一次”事项已与浙江省档

案局完全对接。其中，重点建设
项目档案验收、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档案验收等6个事项全部入驻
市行政服务中心，并全部开通政
务服务网在线受理、快递送达。

7个事项及开放档案查阅服务
开通“全城通办”模式。企业或
群众办理有关档案审批或查阅事
项，可就近到所在地政务服务中
心或档案馆提出办事申请，受理
单位以数据网络流转、函电、快
递转送等方式将受理事项转交办
理单位，办理单位将事项办理结
果快递送达给事项申请人或企业。

同时，我市档案部门建立未
开放档案利用部门意见征询函制
度，对须经部门联审的未开放档

案利用，根据群众需求，由档案
局 （馆） 以意见征询函方式，向
相关部门提出利用申请，根据部
门反馈意见，直接向申请者提供
查阅等服务，不需要市民另行提
供材料跑相关部门审批出证，变
群众“自己跑”为档案部门“协
助办”。

“要做到‘最多跑一次’，关
键还要让信息‘跑’起来。特别
是通过大数据，实现信息共享。”
据介绍，我市已完成“最多跑一
次”行政许可事项归档范围与档
案保管期限编制审核，以及政务
服务网电子归档模块开发和配置
启用，解决了政务服务网上办理
的行政许可事项电子化归档归什

么、怎么归、归哪里的问题。“下
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电子文件
管理统一平台建设，将政务网归
档 管 理 与 数 字 档 案 馆 系 统 相 对
接，实现电子档案的移交与长久
保存。”市档案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建设智慧档案
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

录入目录264条，上传电子文
件 774个，形成照片档案 8本、口
述档案4个，不久前，散落在象山
县新桥镇东溪村的“乡村记忆”，
正输入该县“千村档案”数据管
理系统。为更好地传承乡村“活
态文化”，去年 6 月象山县档案局
正 式 启 动 “ 千 村 档 案 ” 建 设 试
点，首批共有 16 个村。目前，东
溪村建档工作基本完成，晓塘乡
黄埠村、墙头镇溪里方村也已完
成文字材料、图片资料的收集和

补充建档工作。
乡村特色文化的传承保护，

旨在发掘美丽乡村“内在美”。
“千村档案”按照村落基本信息、
村 落 环 境 、 村 落 建 筑 、 历 史 要
素、民俗文化、文献资料、人物
事件、保护与发展等八个方面构
成框架，调查梳理档案馆、政府
部门、镇乡 （街道）、村、社会组
织及有关个人现存的村落历史文
化信息资源，明晰其数量、内容
及存放地点，并梳理形成相关的

目录清单、建档方式、征集或拍
摄办法。同时，包括对村落中缺
乏图文记载的自然、人文要素进
行必要的补充拍摄和文字记录，
通过访谈、拍摄等手段为村落典
型人物和重要事件建立口述档案
等。

无独有偶。为更好地传承奉
化区村落美景、传统建筑风貌、
人文及生态环境，彰显美丽乡村
建设的特色，自 2012 年起，奉化
区档案局开展实施村镇影像全覆

盖工程，组织区内的摄影工作爱
好者 20 余人，对全区全部农村和
社区进行拍摄。

通 过 拍 摄 乡 村 的 全 景 、 局
部、特写等，全面记录当地的现
有面貌、历史文化、独特建筑以及
风土人情、特色农产品。共拍摄
62000 余 张 照 片 ，数 码 存 量 约
800G，并以镇（街道）为单位建档。

“这些‘有形’遗产所承载的
乡土生活传统、劳作习惯、节庆
习俗等‘无形’遗产，正是美丽
乡 村 建 设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组 成 部
分。”据悉，目前，有条件的村落
已 利 用 这 些 乡 村 记 忆 、 故 事 档
案，丰富了农村礼堂陈列展览，
打造出“乡村记忆馆”“文化礼
堂”等村落历史文化传承场所。

实施影像工程
为美丽乡村增添亮点

“ 洋 溪 是 我 们 少 年 时 的 乐
园，上世纪末被上游铸钢厂排放
的垃圾和废料污染。进入 21 世
纪，铸钢企业相继关停，2013

年后，县里又将河道整体提升改
造，现在水清了，岸绿了，这里又
变 成 我 们 这 帮 老 头 子 的 乐 园 了
……”面对一台大型摄像机，宁海
黄坛镇联溪村村民陈大伯娓娓道
来。洋溪 60 多年的变迁史，随着
他讲述的每一个字句、每一个面部
表情的变化，被记录在档。

早在 2014 年，宁海县档案局
便启动了“五水共治”口述档案建
设，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出发，通过
对治水的相关当事人口述采访录
制，以原生态的影像、文字、图片
等实录为载体，梳理、总结、留存
治水的科学攻略、治理方法、生态

变迁以及工作成就等。
到目前为止，宁海已录制了时

长 1631 分钟的“五水共治”口述
声像档案，在对原始口述影像资料
进行归档的基础上，还制作完成了
时 长 13 分 钟 的 “ 微 视 档 ” ——

《清水淌进百姓生活》，并整理形成
20余万字的口述档案编研作品。

在全区“三改一拆”启动后，
奉化区档案局主动介入，为查档群
众提供相关建设审批、房产、土地
和工程等项目的原始、准确、翔实
的档案资料，同时做好“三改一
拆”留影存档工作，落实人员对拆
迁区块进行旧貌拍摄，已拍摄照片
8977 张，并对有价值的路牌、门
牌进行收集归档。

据悉，结合中心、服务大局的
探索与尝试，我市档案部门已视作

“常规动作”，并不断推出“升级
版”。近 3 年，区县 （市） 档案馆
积极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档案管理。该档案是落实党和国家
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的重要见
证，是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
原始依据。“做好‘立档存证’，让
农户们吃上‘定心丸’。”

随着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
合试验区获批，这片土地迎来了新
的机遇。市档案局亦有了新的设想
——举办“一带一路”档案专题
展，从档案角度展示宁波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深度实践，为此邀
请了各方专家，就展览的展名、展
示内容、资料范围、时间节点、展
览脚本拟写以及展品征集进行了深
入探讨，“用档案记录、传承宁波
历史，用档案讲好宁波故事。”市
档案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组织举办“一带一路”这样类似的
专题展，建立相应的专题库，通过
后续跟踪积累，开发延伸产品，让
档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记录中心工作
见证时代服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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