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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阿昆愿把有限版面留给更多的辩

论参与者。

刘先生：本刊第5期刊载了“首

钢大搬迁：档案工作在服务中加强

管理”一文，令档案人由衷地感到振

奋。它告诉我们：首钢的重组力度虽

然大，但首钢的档案工作却能在企

业重组中得到加强，这里既有企业

领导的重视，更离不开档案人的执

著和努力。“机遇与挑战并存，档案

工作开展多方位的服务。”这就是首

钢档案人给我们的启示。

张乾：我认为具体的启示有

四：一是档案人要有事业心和责任

感，能排除干扰．做好重组期间的档

案管理，在实践中体现自身价值，这

将有助于档案人重组后的工作安

置。二是领导要强化档案意识，企业

档案是企业历史的延续，其历史价

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无法

估量的，这既是企业财富，也是国家

财富，作为领导不可懈怠。三是上级

档案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主动加

强与企业的沟通协调，联合有关部

门提前介入，指导和帮助企业做好

档案的收集和移交。四是不断健全、

补充和完善有关档案制度，使其更

具时代特点，更有操作性。总之。档

案人既要吸取“始而受到冲击”的教

训，又要总结“继而走向正规”的经

囝

验．才能有效地做好

企业重组中的档案工

作。

张亮：品牌经营

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生命线，而品牌

的树立则离不开档案

的长期积淀。在企业

重组中。为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促进企业

发展，区县档案局的

监督指导应着重解决

两个问题：一是建立

企业档案评估制度，对重组企业档

案这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加以评估。

二是指导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利用

档案资料发掘企业文化底蕴，为企

业发展提供档案服务。

高树林：作为重组企业属地的

档案局不应束手无策，更不能因“无

法可依”而撒手不管。首先要解决

“心态问题”，即“积极主动”还是“借

口逃避”。我认为：有法可依的管理

是必须履行的职责，而无法可依的

关心更能体现档案部门的社会责任

感，重组企业的档案管理说到底是

领导重视与否的问题。一是要对重

组企业加强档案宣传，重点是通过

档案利用实例，使企业领导认识到，

既然企业注重效益，那么忽视、甚至

遗弃档案，就意味着企业效益的丧

失。二是档案局领导对档案事业的

关心，应体现为对重组企业档案管

理的关注。要善于利用个人感情和

各种关系与企业领导实施双向沟

通，这往往能起到正面工作难以达

到的效果。

叶子：我以为档案局对属地的

企业重组中的档案工作给予必要的

关注是必要的，但不能同意“无法可

依的关心更能体现档案部门的社会

责任感”的说法。如今是法洽社会，

什么事都要有法可依。否则“关心”

就可能变成干预，好心也可能收不

到好的效果。

李根：对首钢重组后档案人的

奋发图强，我既羡慕又忧心忡忡。我

馆的档案人虽个个有学历、有职称，

却只会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墨守成

规地整档案。他们一是守家在地，不

能出差下基层指导业务：二是到点下

班，不能突击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三是技能单一，不能相互顶替轮岗

作业。面对重组，叫谁下岗，作为馆

长，我挺为难。

赵强：要我说，这既是企业档

案人多年吃大锅饭的恶果，也和您日

常领导无方、放纵迁就有关。您就盼

着企业重组吧。到那时，不能干的也

勤奋好学了．技能单一的也一专多

能了。企业重组就是优胜劣汰，专治

懒人、庸人，档案部门也不例外。

黄迎风：我是搞党史研究的，喜

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其实，企业

的发展、变化、重组并非始于改革开

放，以首钢为例，其前身是1919年创

建的石景山钢铁厂。今天，“石景山路

68号”却成了全国工业旅游的示范

点。沧海桑田。这世界从来就没有铁

打的营盘，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

相对的。何止企业，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不也在重组吗?我们希望的是

越变越好，要求我们的则是适应这个

变化，适应的越快越好。

陈荣光：史料研究告诉我们：一

是百年来，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机

构、实体都在不断变动着，只要翻阅

北京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的

档案，即可证明此点。这说明企业重

组早就有之，不过称之为企业重组却

是近年来的事。当然，历次重组在变

化上是有差异的，但也只是力度、性

质不同而已。二是编写史料最怕有

些企业在重组或日变动中缺少档案

资料，以至给编史修志留下遗憾。究

其原因，则和企业重组或变动中档案

工作失控有关。由此认为．企业重组

中档案工作的关键是档案收集，用

“一丢失成干古恨”来形容其重要绝

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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