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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创造档案，也
会在生活和工作中用到档案。

近些年，每年前往我市各
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的有5万
余人次；档案馆民生档案利用
率一直呈现走高态势。

为进一步发挥档案在服务
经济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
中的作用，我市档案部门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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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样本”。

档案大服务
民生“小确幸”
记 者 王佳 通讯员 毛芳芳 许霖 文/图

2019 年初，在石碶街道工作
的徐师傅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发
现个人档案里他参加工作的时间
是 1987 年 4 月，与他记忆中的相
差一个月，因为与养老金挂钩，
徐师傅想找到相关证明，来到鄞
州区档案馆寻求帮助。

根据徐师傅提供的线索，工
作人员查找了石碶街道 1987 年的
档案，最终从密密麻麻的会议记
录里，为徐师傅找到了 3 月份参
加工作的工龄证据。

“ 虽 然 只 是 一 纸 薄 薄 档 案 ，
却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市
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说，档案正成
为人们解决难题、追寻往事、留
存记忆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得力帮
手。

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现居
杭州的王女士打电话给奉化区档
案馆，想查阅父母的婚姻档案。
通过常规的婚姻关系查询，未
果。工作人员建议通过其他档案
信息来佐证。王女士提供了其父

母曾经在浙江造船厂工作过的信
息，工作人员仔细查询，最终在
船厂的房屋普查表中找到了王女
士一家人信息。

从近些年我市档案利用情况
分析结果来看，档案利用目的除
用于编史修志、学术研究、为各
部门工作作参考外，占据最大比
重的是为落实政策、享受福利待
遇、生活补助等提供档案证明。
从档案利用类别看，民生档案利
用率在 50%以上。查档者通过查

阅婚姻档案、精减知青档案、学
籍档案、介绍信、工资单、出生
医学证明等，用于独生子女申领
补贴、办理退休计算工龄、证明
学历、购买房屋、出国旅游等。
在民生档案远程利用平台上，婚
姻档案的利用率居高不下。

“通过档案利用数据分析，看到
市民档案意识越来越强，他们日益
成为档案利用的主角，通过利用档
案来落实解决相关事宜也已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共识。”市档案馆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仅奉化区档案馆已为 3155 人
次提供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其中
涉及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有 2627
人次，占总利用率的 83.26%。

解难题寻往事解难题寻往事 档案馆很档案馆很““热门热门””

吴女士在萧山工作，因干部
人事档案需要，近日在“浙江档
案服务网”上提交申请，向宁波
市档案馆发出查档请求，询问是
否有 1983 年到 1986 年宁波师范
学院政史系学生登记表，“当天
就有了答复，我的学籍档案找到
了。”

为 了 提 高 查 档 “ 命 中 率 ”，
我市档案部门加快馆藏档案数字
化进程，建立了涵盖全部馆藏的
目录数据库，并不断规范条目的
科学性。“比如任免通知，我们
在建立这一条目时，会将通知中
提到的人名全部输入，这样检索
就更为精准。”市档案馆相关负

责人说。
今年，宁波市数字档案馆被

批 准 为 “ 全 国 示 范 数 字 档 案
馆”。我市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已
达 6 个，总数名列全国第一。新
创 建 省 级 示 范 数 字 档 案 室 14
家 、 规 范 化 数 字 档 案 室 51 家 ，
数字档案室创建总数名列全省

首位。
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奉化

区档案馆将全文OCR识别环节纳
入数字馆建设档案利用识别的重
点，进一步提升了查阅检索水平。

张先生因拆迁需要提供原大
桥镇侨办下属的“办公设备服务
部”1989 年的有关信息，按照传
统查阅方式，一般会在大桥镇全
宗中检索，由于该服务部机构过
小，传统的题名著录方法无法
覆盖，结果查阅未果。在完成
OCR 后，通过全文检索，系统
很快在原计划委员会某卷档案
的附件中找到，直接解决了困
扰多时的征迁房产性质认定难
题。

我市档案部门着力加强档案
信息资源“全数据”管理，为便
民服务插上信息化翅膀。目前，
我市正全面推进档案服务往网上
走、往云上走、往馆外走，已创
新应用“云上档案”，提供开放
档案、行政许可档案、政府网页
档案和新媒体档案资源共享利
用 ； 推 进 档 案 利 用 “ 网 上 办 ”

“就近办”“全城通办”“馆际协
助”，“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延
伸到长三角区域和黔西南州、黑
河市、大连、成都等其他域外城
市。

鄞 州 、 奉 化 、 海 曙 等 区 县
（市） 围绕“互联网+公共服务”
建设，将查档利用服务延伸至乡
镇街道，方便群众在附近的查阅
出证点获取服务。同时制定完善
相关办事指南、操作手册、工作
流程等，进一步规范“异地查
档、跨馆服务”。

数字化加工数字化加工 查档查档““命中率命中率””提升提升

随着最后一卷档案上架，宁
波市天一公证处公证类业务档案
被 顺 利 接 收 进 宁 波 市 档 案 馆 ，
涉及涉外民事类公证档案 21450
卷。

无独有偶。近日，海曙区档
案馆正在为海曙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的 2011 年至 2018 年婚姻档
案 做 进 馆 前 的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

“前段时间，海曙西片部分乡、
镇的近 8000 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档案已经进馆，预计
年底前，近 4 万卷该类档案能全
部进馆。”海曙区档案馆管理技
术科工作人员说。

档案的价值在于利用，而优
质高效的利用必须以丰富的档案

资源为保障。我市档案部门把资
源建设作为重点，打好档案收
集、征集“组合拳”，加大民生
档案接收力度，重点做好婚姻、
学籍、出生医学证明、公证、转
制及破产企业职工等档案接收进
馆工作。

经过努力，仅市档案馆，馆
藏纸质档案数量从“十二五”末
的 27.5 万卷增加到目前的 37.5 万
卷；同期馆藏资料从 3.4 万册增
加到 12.5 万册。

同时，强化档案征集，精心
实施以城市记忆、乡村记忆、企
业记忆、家庭记忆为主体内容的

“ 宁 波 记 忆 ” 工 程 ， 开 展 老 照
片 、 老 地 图 、 老 建 筑 和 劳 模 、

知青等专题档案征集。在全省
首个制定 《著名人物档案管理
办法》 政府规章，实施“境外
宁波档案资料抢救计划”等资
源建设项目，近 5 年共征集档案
22681 件。

在资源建设方面，我市档案
部门“主动出击”，今年海曙区档
案局、档案馆联合区委宣传部对
全区 140 余名文化礼堂管理员开
展了农村文化礼堂建档培训，增
加 了 礼 堂 更 新 档 案 的 收 集 、整
理、备份等方面的操作标准。

市档案馆创新主办单位、档
案馆、专业机构“三方建档”重
大活动档案收集模式，接收首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三

会”档案近千件。
宁波档案部门为民服务还有

“自选动作”，帮助市民建立家庭
档案。人人有故事，家家有本“经”。
家庭档案是一笔无形资产，也是

“藏”于民间的民生档案。至今，已
有数千户家庭接受了较为专业的
家庭建档指导，并形成了一批各具
特色的家庭档案示范户。

家庭建档，居民尝到的“甜
头”数不胜数。在一次市档案部
门举办的“档案与民生”座谈会
上，有居民说家里的记账本、老
人的回忆录，正好拿出来作为教
育孩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
动素材；有居民表示自从将自己
的理财过程和数据记入档案，经
过前后比对和分析，提高了投资
收益；还有居民认为把每个家庭
成员的健康状况、体检记录、用
药情况记录在册，如果日后生
病，能为医生及时诊疗起到重要
的参考作用。

打好打好““组合拳组合拳”” 资源建设作保障资源建设作保障

相关链接

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浙江档案服务网”上为市民查询档案。

市民查询档案。

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宝
贵储存，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
光辉，一个小物件能折射出时代
的烙印。

近些年，我市档案部门以征
编展“组链”，推进档案文化资源

“活化”工程。档案馆日益成为传
播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宁波地方特色文化的
重要文化胜地。

围绕名人档案、境外宁波档
案、宁波地图、红色档案等特色
档案资源，市档案馆在开展征集
的同时，编印 《馆藏名人档案介
绍》《宁波灵桥史料选集》《地图
上的宁波》，推出“近代西方人眼
中 的 宁 波 ” 成 果 专 栏 ， 举 办 了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
石地图资料特展”“‘不忘初心、
牢 记 使 命 ’ 主 题 教 育 档 案 文 献
展”“壮丽 70 年 ‘甬’创辉煌
档案图片展”等。

深入挖掘馆藏档案的文化内
涵，将档案资源库变为文化惠民
的知识库、思想库。鄞州、象山
分别出版发行编研精品 《海丝圣
迹——鄞州三大古刹》《乡村记
忆》，讲好宁波故事；慈溪挖掘馆
藏“慈溪粮食志”，有力佐证宗汉
乡的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是我国
最早的一家乡镇企业。

近些年，我市档案部门主动
收集、广泛征集，将反映宁波历
史变迁、人文地理、民俗风情、
城市记忆、美丽乡村以及具有地
方特色的档案接收进馆，在地方
特色档案资源的整合、保护中保
留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

在此，撷取今年发生的 4 个
档案征集片段——

（一）

镇海民间艺人张亚琴从艺生
涯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声像档案、
荣誉证书、聘书、照片、采访报
道文章等 25件珍贵档案入藏镇海
区档案馆。

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
人和宁波蛟川走书的爱好者称张
亚琴为“蛟川走书之母”。她一生
热爱“走书”艺术，2004 年年届
84 岁高龄的她，仍坚持出演 92
场。从 25件档案材料中，能感受
到张亚琴对走书艺术的钟爱之
情，对技艺精益求精的不懈追
求。

镇海区档案馆首次征集到曲

艺类非遗作品，将把“蛟川走
书”珍贵影像资源陈列于展厅，
供年轻市民熟悉“走书”艺术，
让中老年市民重温曾与“走书”
相伴的欢乐时光。

（二）

宁波市水利专家、高级工程
师缪复元收藏的部分鄞州相关水
利资料、老照片和其个人资料、
书籍入藏鄞州区档案馆。

现年 83岁的缪复元是土生土
长的鄞州人，担任过中国水利史
研究会委员。多年来，一直专注
于水利史、志和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以及防汛防旱调度决策等方面
研究，曾主编《鄞县水利志》《皎
口水库志》《鄞州水利志》，参与
编撰《鄞县志》和《鄞州区志》。

得知缪老师珍藏有一批与鄞
州相关的水利资料和书籍，鄞州
区档案馆主动上门开展征集。在
缪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皎口水库
建设、鄞江桥、它山堰等部分老
照片，鄞州相关水利资料，缪复
元水利著述、个人证书和部分藏
书等538份档案进馆收藏。

（三）

52 枚“宁海历史名人系列纪
念封”入藏宁海县档案馆。

“宁海历史名人系列纪念封”
由潘国贤捐赠，均为潘国贤于
2003年至 2017年精心设计、亲手
制作封戳，由县集邮协会、县邮
票公司联合发行。每枚纪念封皆
印有宁海历代名人的简介、头像
或遗址等介绍，是宁海地方文化
的见证。

（四）

河头村范氏宗族新修的 《奉
川环水范氏宗谱》 入藏奉化区档
案馆，同时进馆的还有民国二十
六年 （1937 年） 编修的 《范氏宗
谱》。

宗谱是一种特殊文献，具有
浓郁的中国特色。目前，奉化区
档案馆馆藏宗谱涵盖了全区 47个
姓氏，有 500 多册。这些宗谱的进
馆，成为研究奉化本邑历史、民俗
学、人口学、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不
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

（王佳 孙晓红 许霖 毛芳
芳 鲁小波 王静雅）

挖掘档案记忆挖掘档案记忆
提升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信

宁波市民生档案分布
与查阅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