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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档案馆

我 是 一名档案人。1984年 12月， 

一纸调令命我去组建学校综合档案室， 

一直到 2012年退休，我一直在档案工 

作战线上。在我所从事的 2 8年档案工 

作期间，也经历了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 

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受命档案工作到热 

爱档案工作的过程，个人的职称从馆员、 

副研宄馆员到研宄馆员，即使是退休以 

后，也仍然从内心里热爱着档案工作， 

关注着档案工作。

回想这么多年的档案工作经历，可 

以用学、干、纂、研这四个字来概括。

学，是指学习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知 

识。刚刚到档案室工作的时候，对于档 

案学知识和档案工作常识，我完全是一 

个门外汉。要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就 

要靠一个学字。为此，首先到当时的聊 

城地区档案局找来了档案学五门课程的 

学习材料，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进行学习， 

可喜的是，我们还买到了陈兆禊先生主 

编 的 《档案管理学》和 《档案工作基本 

知识》两本书，使我的学习一开始就朝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没有走弯路。1989 

年，我参加了国家档案局在苏州举办的 

全国档案业务进修班，系统地学习了档 

案学五门基础课程的知识，提高了档案 

学的知识水平和工作素养。大约从这个 

时间开始，我养成了关注档案学研宄动 

态、关注档案学期刊的习惯。每逢有新 

的教科书出版、每逢有新的观点问世， 

都喜欢拿来读一读、看一看。其二，是 

向省内高校的档案室学习。我们最先去 

过的高校是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农业大 

学，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与指导，特别是 

在我的母校一 曲阜师范大学，从母校 

老师们那里得到的指导和受益至今都难 

以忘怀。而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到过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工学院(今 

并入山东大学)、青岛大学、石油大学（华 

东）等高校，我向他们学习到了很多的 

先进经验和实际的工作方法，对于指导

十 八 年

我开展档案工作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其三，学习党和国家关 

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尤其是 

学习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先后贯 

彻执行原国家教委 1990年关于高等学 

校档案工作的6 号令和2010年关于普通 

高等学校档案工作的27号令，制定并几 

次修订学校档案工作的制度和办法，对 

于搞好学校的档案工作和规范学校的档 

案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参加 1990 

年、2010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检 

查中，我先后参加济宁、菏泽、潍坊、 

淄博、莱芜等地高校的档案检查，受益 

多多。2000年前后，山东省教育厅抽调 

我们几个同志，到全省高校进行档案目 

标管理工作考评，作为专家组的一员， 

我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和先进经验。其 

四，走出去，向全国高校的档案馆（室 ) 

的同志们学习。这些年，参加全国高校 

的档案工作会议，先后到南京大学、厦 

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 

的档案馆参观学习，受益很多，往往并 

不是几句话就能够完全表达出来的。其 

五，向档案学老教授学习。最近几年， 

我先后参加了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 

秘专委会所举办的几次会议，结识和见 

到多位档案界的老前辈和知名人士，比 

如陈兆禊、曹润芳、王德俊、刘国能等 

先生和老师等，尤其是听到他们的学术 

发言和报告，并向他们请教有关问题， 

受益匪浅，有时大有“听君一席话，胜 

读十年书”之感。他们虽然退休多年了， 

但是他们的档案学研宄并没有退休，他 

们的档案学思想并没有停顿，而是仍然 

一如既往地一直耕耘在档案战线上，引 

领着档案学研宄和档案事业研宄的发 

展，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

干，是指干好档案工作。学习档案 

学知识的目的就是要干好档案工作。我 

们学校的档案工作，从两张办公桌和80

多个案卷起步，至今己经达到 3 万多卷 

的规模，达到省一级管理，走过了多年 

的发展历程。回顾学校档案工作的发展， 

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1985年，在 

参观学习省内高校档案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首先起草制定我们学校的档案 

工作办法，其间经过了起草初稿、征求 

意见和反复修改的过程，然后试行，这 

样就把学校自 1974年建校以来所形成 

的党群、行政等类别的档案整理起来了。 

1987年，原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在山东大 

学召开了教学档案方面的会议，要求省 

内高校的档案工作者参加，我们按照会 

议和山东省教育厅的要求，把学校形成 

的教学档案整理起来了。1988年，山东 

省教育厅要求整理会计档案，当时提出 

的要求是，不允许会计部门不交，不允 

许档案部门不收，我们达到了教育厅有 

关会计档案的验收要求并形成了这一项 

工作比较完备的归档制度。此后，各类 

档案也先后得以进行整理。关于高等学 

校档案工作的 6 号令下发后，我们先是 

进行自我试点，而后全面执行，从此把 

学校档案工作纳入规范，并在教育厅检 

查中取得好的成绩。1991年，学校分 

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在第一次学校档案工 

作会议上宣布，建立学校档案工作委员 

会，明确学校各部门和各单位有一名领 

导分管档案工作并设置一名档案员负责 

本部门的档案工作，会议还宣布试行文 

书处理部门立卷制度。2000年，经过 

精心准备，学校档案工作目标管理顺利 

达到省一级。2003年，在 抗 “非典”时 

期，我们把原聊城农校积存几十年的档 

案整理起来，基本完成了工作任务。在 

多年的档案工作中，学校的档案工作得 

到了学校领导和全校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就学校分管领导来说，在聊城师范学院 

时期有院长、副院长，直接领导档案工 

作的院（校）长办公室主任有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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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档案馆以后，分管档案工作的 

学校领导先后有学校的副校长、副书记 

等，现在分管档案工作的学校领导是副 

校长。由于学校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学校档案馆设立了自己的网站，购 

买了“南大之星”的网络版档案管理系统， 

使得学校的档案工作提高了档次，提高 

了工作效率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在 2010 

年全省高校落实 2 7号令检查时获得较 

好成绩。在档案库房建设方面，学校的 

档案库房也先后不断发展扩大，从当时 

的两间老旧办公室，到西校区老办公楼 

的二楼、再到西校区图书馆的六楼。现 

在根据学校档案事业的发展，又搬迁到 

西校区老图书馆的一层，不仅库房面积 

不断扩大、设施得到改善，其现代化设 

施和管理水平也同时明显提高。在这整 

个档案工作过程中，学校从事档案工作 

的一届又一届的同志们，出大力流大汗， 

赢得了学校档案工作的声誉。

纂，是指要搞好档案材料的编纂工 

作。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应 

该说，我们档案馆平时的档案利用是很 

有成效的，也是很忙碌的。但是，我们 

也注意到，档案利用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要在注重平时利用，为广大毕业生 

提供学历、学位认证等一系列利用工作 

的同时，把档案馆藏中的诸多资料通过 

编纂工作，使其能够成册成书，使大家 

都能见到学校发展的能够公开的历史 

记载，既能方便查寻，又能在学校的教 

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出应 

有的积极作用。1984年，在 整 理 前 10 

余年档案的基础上，档案室就编辑了 

学校大事记（1974—1983); 而后，编辑 

了《聊城师范学院组织机构沿革 1974— 

1992》。1994年，为迎接学校建校 2 0周 

年，档案室编辑了《聊城师范学院统计 

资料 1974—1993》 ；1999年，为迎接校 

庆 2 5周年，我们编辑了《聊城师范学院 

大事记 1974—1999》，由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这些材料的编纂，起到了理清与 

廓清学校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发展 

线索的目的，有力地宣传了学校发展与 

壮大的历史，也提高了档案室同志们的 

研宄水平与档案工作水平。2006年，学

校决定编纂《聊城大学史》，并成立校史 

编写组，其办公室设在档案馆，由我出 

任办公室主任。档案馆负责提供档案资 

料、负责编纂“机构设置”部分，并负 

责资料的核实工作。经过几年的奋战， 

于 2009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令人 

欣慰的是，《聊城师范学院大事记》获 

得了山东省档案局信息资源开发一等奖， 

《聊城大学史》也分别获得山东省档案 

局信息资源开发一等奖、聊城市哲学社 

会科学一等奖。至于举办展览方面，档 

案 馆 （室）则分别举办过《聊城大学展 

览》与 《历届运动会展览》等多种展览， 

在 2014年所举办的聊城大学成立4 0年 

校庆展览中，档案馆也分别抽出有关同 

志参加，提供档案资料与照片档案资料， 

还邀我就一些其中的内容进行认证与考 

证，以确保展览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准 

确性。在这同时，受老干处同志委托， 

我代表学校老教协参加了《亲历与见证》 

的编写工作，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为庆祝校庆出版的六本书之一。这一 

切，在某种意义上说，都离不开档案资 

料，没有档案馆丰富的档案资源作基础， 

是很难完成的。

研，是指要进行档案学研宄和档案 

工作研宄。多年的档案工作经历，使我 

深刻地认识到，要提高工作水平与学术 

水平，不仅要加强学习，而且更要注意 

进行研宄，研宄水平的提高与工作水平 

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档案（室） 

馆所参加与进行的研宄项目主要有：其 

一，武训研宄。武训研宄课题是山东哲 

学学会牵头的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 

规划重点项目，课题组有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省社科院、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和我校等单位的同志 

组成，我校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原 

院长张明教授负责，参加具体工作的有 

当时学校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绪基、图 

书馆的马明琴老师和我等。当时我们收 

集整理、内部油印了 18册资料，达 300 

多万字，然后将其精选 8 0多万字，编 

辑 成 《武训研宄资料大全》，张明任主 

编，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成 

为近年来武训研宄的大型工具书。然后，

以课题组的同志为主要成员，我校积极

参与发起，在武训故乡----冠县，先后

召开了第一、二、三次全国武训研讨会 

等大型会议，先后出版了《武训研宄论 

集》、《丰碑永留人间》、《第三次全国武 

训研讨会文集》等，将武训研宄推向深 

入，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使我校和武

训故乡----冠县成为全国武训研宄的重

心。其二，档案学研宄。我所参加的这 

方面的研宄主要有三个课题。一个是家 

庭档案的研宄，1991年形成了家庭档案 

一书,在全国来说,是比较早的研宄之一。 

一个是档案哲学研宄，1997年由中国档 

案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档案哲学概论》， 

这本书被陈兆禊先生列为理论档案学的 

书目之一。另一个课题是二十世纪中国 

档案学研宄，对于我国档案学研宄的历 

史进行了梳理与研宄。其三，是二十世 

纪中国哲学研宄，这是原院长张明教授 

负责的山东省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我和马明琴老师、王家忠老师负责 

第二卷人物志的编写工作，分上下两册， 

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其四，是关于数码 

照片的研宄，主要由副馆长王凤刚完成。 

他是我校摄影爱好者之一，来档案馆工 

作后，将其研宄转到这个方面，他曾经 

在中国档案学会的全国会议上讲述数码 

照片的管理与鉴别。2012年，他成为山 

东省首批档案专家之一，是我省高校入 

选的两位专家之一。此外，档案馆还有 

多项研宄，其研宄论文亦不断问世。随 

着时代的发展，档案界适时地提出了档 

案数字化问题。 目前的档案馆，己经开 

始了这项工作的进程。我们相信，这项 

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新的成 

绩。届时，档案工作管理将会登上一个 

新的台阶。

以上所述，是我在档案工作战线上 

的主要经历。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学校 

领导重视档案工作的体现，同时也是档 

案馆一届又一届同志们多年积极努力的 

结果。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学校的档 

案工作发展的更好，取得更好的成绩， 

争取让学校档案在今后学校的教学、科 

研和管理等工作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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