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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馆藏
深化开发利用

宁波档案馆
探索公共服务新路径

为丰富馆藏内容和优化馆藏结构，宁波市档案
馆主动而有计划地征集富有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料。
其中，宁波老照片和境外宁波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余德富先生是我市一位老摄
影家，他用镜头记录了城市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并
保留了这些照片。早在2008年，宁波市档案馆的工
作人员得知余德富先生手头上有众多珍贵的照片
后，主动上门进行联系，商量照片征集事宜。余德富
先生手头上的照片起初是零散的，他也没有太多时
间和精力对它们进行整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将余
德富先生的照片分批拿来进行扫描，然后做系统的
整理工作，和他一起补充照片的说明，并帮着做检索
目录。一批批的老照片被整理好后，查阅更加方便
了，余德富先生很满意，2011年、2015年，他分两批
正式将3000多张记录宁波发展与变迁的老照片捐
赠给市档案馆，这批照片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资
源的一部分，为后人留下了直观生动形象的历史瞬
间。

宁波市档案馆的境外宁波档案资料的抢救性征
集工作始于2013年，宁波市档案馆与宁波大学联手
实施了“境外宁波档案资料抢救计划”，目前已经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去年征集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
自传、日记、手稿等3944页，在宁波的西方传教士刊
印书籍31种等境外（美国、英国）宁波档案资料，有
的还形成了系统的汇编材料。

此外，市档案馆还开展过全家福老照片、老地图
等征集工作，连续举办了四届“美丽宁波——档案记
忆”摄影比赛，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响应。人们纷纷将
记录家庭变迁留下时代印痕的老照片、珍藏的老地
图和记录当下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照片捐赠给档案
馆，共同为宁波留下一份珍贵的档案，收藏一段过往
的记忆。

在市档案馆的特色馆藏中，还有一批宁波本地
名人的档案。2013年《宁波市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
法》施行后，名人档案的征集工作加快了步伐，仅去
年就征集到常敏毅、毛宾尧等5位名人的档案资料
近3千份，目前已征集进市档案馆的名人档案人数
达209人。这些特色馆藏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
了城市的记忆之门，不仅让人们触摸到了一段真实
的历史，也为专业的研究人员破译城市的文化基因
密码、探寻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更多信息。

档案是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承担着存史、
资政、利民的重要职责。近年来，宁波市档案馆
不断加强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和安全体系建设，
构建独具特色的馆藏资源，深化档案开发利用，
积极探索档案公共服务的新路径。

主动拓展征集渠道 打造特色馆藏

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前沿技术广泛覆盖与应
用的新时代，全市档案部门着力
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
领域中的应用，推进建设收管存
用数字档案馆管理系统。一方
面，积极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加
工工作。我市共有12个国家综
合档案馆（包括原江东区档案
馆），去年市档案馆完成馆藏数
字化400万页，累计1500万页，
馆藏数字化率达到72%；全市各
级档案馆数字化加工了7000万
页，全市档案馆整体数字化率已
达到了65%；海曙、奉化、象山、
镇海则全部完成了馆藏数字
化。另一方面，各级档案馆积极
探索电子档案接收工作，开展电
子文件归档试点，聚焦“最多跑
一次”改革，推进电子化归档工
作，积极推进相关平台建设和电
子文件归档工作。信息化为档
案管理与利用插上了便捷的翅
膀，它加快了档案开发与政务信
息资源的梳理工作，让档案主动
融入到政务数据共享和政府大
数据建设中。

全市各级档案部门持续推
进数字档案馆与数字档案室一
体化建设，数字档案馆与数字档
案室建设互为依托，共同发展。
去年，我市全市新增22家“省示
范数字档案室”，33家“省规范

化数字档案室”。截至去年底，
我市累计有208家“省示范数字
档案室”、796家“省规范化数字
档案室”；法院系统实现了各区
县（市）基层法院示范数字档案
室全覆盖，全市基层档案信息化
水平稳步提升。

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第
一道防线。进入新时代，新技
术大数据理念在档案领域的应
用日益深化，档案安全面临新
的严峻考验，我市始终将档案
安全工作放在数字档案馆建设
的突出位置。去年按照《档案
馆风险评估体系指标表》（草
案）整体框架，率先开展信息系
统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进行
整改工作。我市开展了重点档
案异地备份工作，去年我市完
成了75TB重点档案数据在兰
州基地的首次异地备份，完成
了兰州、雅安、长春等三批重要
档案数据在宁波的异地备份，
新建了甘孜州档案宁波异地备
份基地。我市在全市开展档案
登记备份工作，完成全市 73
家、383TB重点档案的登记备
份。“两地两中心”备份机制运
转良好。为进一步提高安全建
设水平，确保安全，市档案馆还
开展档案的异质备份工作，完
成所有建国前档案异质备份，
实现信息与实体安全双保险。

整合共享资源 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

收集和管理档案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利用，让档案为人民生
活和经济建设服务发挥作用。
市档案馆通过多种方式让档案

“活”起来，如围绕特色馆藏编研
专题材料，策划主题展览。前几
年灵桥大修之际，市民对这一具
有特殊意义的地标建筑非常关
心，市档案馆在馆藏《重建灵桥
纪念册》基础上，收集有关灵桥
档案资料，汇编成《灵桥史料选
辑》；又在2015年“6·9国际档
案日”期间，举办《灵桥史话——
灵桥档案图片展》，在各类媒体
平台上发表有关灵桥历史的文
章，用多种方式主动为市民提供
档案资料，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还征集到市民捐赠的“灵桥落成
纪念章”一枚。

遇到重要纪念日，市档案馆
都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如宁
波成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
市”30周年档案史料展、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等。近年
来，市档案馆还与各级各类媒体
合作开办专栏、专版等，利用档
案资料，讲述地方历史。

为使档案工作更接地气，让
档案走进普通百姓生活，市档案
馆连续几年举办了一系列以家

庭档案为主题的活动，普及档案
知识，从家庭变迁感受国家变
化，提高社会档案意识。

为了方便市民查档，2013
年，宁波市在全省率先推出了
市、县两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异
地查档、跨馆服务”创新举措，并
作为经验推广到全省。目前，市
档案馆已经与上海浦东、黑龙江
黑河、贵州黔西南等地签订了跨
馆服务协议，如果您需要查阅这
些地方的婚姻、知青等档案，不
用千里迢迢来回奔波了，只需到
市档案馆申请就可以了。还有
一项便民举措：您如果需要查阅
全省范围内档案馆的开放档案
和民生档案，可以到离家最近的
档案馆提交申请资料，然后相关
档案馆会将查到的所需档案资
料寄送到申请的档案馆，您到时
去取或要求寄送都可以。不仅
这些，如果您有特殊困难，市档
案馆还提供送档上门等服务。
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市
档案馆共接待查阅者近1.4万人
次，提供档案资料、政府公开信
息近7.2万卷（件）。

去年，市档案部门积极配合
“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
为解决群众在查阅利用民生档
案过程中，因保管部门、利用条
件和手续要求不同导致某些类
型的查档“跑错门”、“跑多次”等
问题，专门编印了《宁波市民生
档案分布与查阅指南》，免费向
市民发放，并在网上公布，为市
民利用民生档案提供了清晰的

“路线图”、“导航仪”。
记者 陈爱红

探索服务新路径 让档案“活”起来

宁波市档案局主办宁波市档案局主办，，奉化区档案局承办的奉化区档案局承办的““留存档留存档
案记录案记录，，提升家庭文明提升家庭文明———家庭档案进农村文化礼堂—家庭档案进农村文化礼堂””
活动在溪口镇上白村举行活动在溪口镇上白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