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惑乏懈辨蔼瓣镳握
——回顾首钢档案部门四十年历程

●孙玉霞郑辉

刚送别共和国50华诞，首钢档案工作者又迎来了档

案部门诞生的节日。

首钢总公司1959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档案室，

1988年成立首钢总公司档案处，现在是馆、处合一的机

构。经过40年的发展，首钢档案馆已成为馆藏丰富充实、

设备先进、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档案

馆。

40年前，几排平房，一处“山洞”，几十组木制柜、战备

柜，“党代表”率领着“娘子班”(总共七、八名管理人员)，面

对成捆的文件资料，首钢档案工作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40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1年来，采用现代化管理手

段进行档案管理的档案馆大楼伫立于美丽的石景山脚下，

高容量的密集架珍藏着有着80年历史的企业的瑰宝，一

批经受改革大潮洗礼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在努力拼搏，用

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迎接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一、年年岁岁“卷”相似，岁岁年年“事”不同

195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

的通知》，同年lo月，北京市委和市人大召开了全市档案

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单位贯彻通知精神，健全档案机

构。石景山钢铁公司(首钢总公司前身)党委根据这一精

神，筹建成立公司档案室。经过三个月的筹建，石景山钢铁

公司档案室于1959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

1962年10月，档案室划归公司直接领导，档案室人员

由9人增加到18人。档案室内部机构包括机关档案组和

技术档案组。

1966年～1976年，“文革”的冲击，使正常发展的首钢

档案管理工作处于了停顿阶段。

1977年11月，首钢公司召开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

第一次档案工作会议，这标志着首钢档案管理恢复整顿工

作正式开始。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首钢被

国家确定为第一批企业改革试点单位，首钢的档案工作亦

从此步入正常的恢复、发展、改革的阶段。

1979年11月，首钢组织召开了改革后第一次全公司

档案专业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首钢档案工作改革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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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档案管理渠道得到进一步理顺，归口管理工作和人

员配备工作得到全面落实，经过修订后颁发的《首钢公司

档案管理办法》成为各项工作恢复和开展的奠基石。全公

司各级单位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建立档案机构，配备档案

管理人员，归口办公室统一管理，专兼职人员增加到100

余人，设立了设计处、地质勘探队、研究所等多个分室。

1985年，与电子公司合作开发档案著录程序，实现了

机编目录，进而实现了档案目录固定式复合条件检索。现

代化管理设备逐步得到改善，由PC—AT机，改为386型

机，后更新为超型微机网络，携带7个终端。对缩微技术的

应用，档案室主要采取了外委缩微的方式，累计拍摄16mm

和35mm缩微片6万余幅。同年，首钢公司投资55万元新

建了档案馆大楼，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购置了部分档

案柜架及20列密集架，新馆库于1987年竣工投入使用。

1988年7月，首钢公司根据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批

准成立首钢档案馆并报上级档案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同

年，首钢通过了企业档案管理国家一级的评审。

1989年，首钢档案馆购置北极星Ⅱ型超级微机，实现

了档案馆内计算机联网，档案管理数据开始大量采用计算

机管理，计算机数据标准化提上议事日程，档案处开始了

大规模软件研制与开发工作，并逐步在专业系统推广使

用。

1993年，首钢档案管理规范化工作全面起步，截止到

1996年累计颁发了包括档案著录细则、档案分类编号方案

等14个规范性文件。

1994年，首钢档案光盘网络多媒体系统正式启动运

行，首钢率先在全国企业中应用了光盘多媒体技术，并开

始步入网络信息传递阶段。馆藏档案大范围计算机检索代

替了手工检索，全面提高了检索速度与质量，较为系统地

实现了档案管理现代化。

1997年6月，首钢再次通过了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

国家一级的认定，自此首钢档案工作全面走向辉煌时期。

二、辉煌的成果

(一)、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工作，建立健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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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章制度，使全公司档案管理工作实现规范化、标准

化。

目前，首钢公司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530人，管理着

144家厂矿形成的近70万卷各类档案。

首钢各级单位十分重视档案的安全管理，近年来，全

公司投资200余万元，使档案保管、保护条件逐年得到改

善，档案馆库房由于投资30余万更新密集架，使库房容量

增加了近1倍。

在建立健全档案法规、规章制度方面，通过组织《档案

法》及《档案法实施办法》的宣传、贯彻，从修订包保核方案

人手，根据总公司发展需要和档案工作发展，对档案专业

包保核方案逐年进行了修改、完善，并组织逐级分解、落

实，保证了档案工作各个环节的任务顺利完成。1988年以

来，根据北京市的有关规定补充修订了《外商投资企业档

案管理暂行规定》、《档案分类编号规则》等25项制度，使

档案工作纳入了正轨。特别是档案用品规范、分类编号规

则的贯彻执行，体现了转变思想，贯彻执行上级精神的变

化，保证了档案保管工作按国家、北京市统一标准进行，保

证了冶金部对企业档案分类规定的贯彻执行，首钢成为北

京市第一家正式使用工业企业档案分类方案的单位。

首钢于1994年根据《工业企业档案分类试行规则>和

《冶金档案分类编号规则》制订了《首钢档案分类编号规

则》，并在1995年全面组织实旋。这一规范性文件将以往

不同类别的档案分类及归档要求综合为一个文件，系统地

进行编号安排，较好地包容了企业各项管理所形成的文件

材料内容，避免了过去机关档案与技术档案重复归档矛

盾，为档案目录数据计算机管理奠定了基础，极大地便利

了基层档案管理人员的日常管理操作，受到广泛的好评。

首钢自1985年开始应用计算机管理档案数据，数据

标准化工作开始起步，到1992年，首钢颁布了档案著录细

则，这一细则在制订过程中，严格贯彻了国家档案著录规

则的要求，并且将档案手工著录与计算机数据输入结合起

来，为形成大规模档案计算机数据提供了基础，在此规范

化文件的指导下，总公司建立了档案计算机数据标准结

构，成为档案数据资源共享的基石。

(二)、加强档案信息的开发，提高档案利用率，发挥档

案的作用，为企业各项工作提供最佳的服务。

为使档案信息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开展了档案资料的

编纂，参与了公司编辑史志工作，完成了历年《大事记》及

《当代北京黑色冶金工业》部分的编写，并为公司领导提供

了《迁安钢铁基地文件汇编》和《改革决策文献汇集》、(-fi-

钢历史沿革》等参考资料。在为生产厂矿和专业部门的服

务中，我们根据他们的需要，合作编辑了专业文件汇编，并

利用档案编写了专利项目简介、工程项目简介、职代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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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风采
介、先进经济技术指标汇集等材料，共计50余种。为较好

地推动专业系统档案编研工作的开展，我们对编研项目进

行总结分析，制订编写模式，加强编研工作的组织协调，交

流经验，使专业系统的编研工作得以普遍开展。

我们坚持贯彻执行利用实例上报制度，按年度汇总档

案利用实例汇编，加强档案利用效果的宣传工作，总结了

有较大宣传价值的实例200余个。1996年在普遍推广使用

利用科技档案创造经济效益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综

合汇总，全公司累计利用科技档案创造经济效益达

3901．05万元。

(三)、完善、发展具有真正信息管理模式的档案管理

系统，提高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

1988年以来，总公司档案处组织开发应用了公文管理

软件、档案人员自然情况登记与统计软件、档案统计年报

软件、档案编目软件、借阅管理软件、光盘多媒体网络管理

系统等，实现了远距离网络数据传输。

首钢档案计算机管理工作，始终坚持了统一领导，统

一标准，统一软件，统一质量，统一模式。全公司自上而下，

在总公司档案处的领导下，集中统一安排档案数据的采集

进度，集中统一研制档案应用管理软件。软件开发过程中

严格执行总公司档案管理规章制度标准及档案著录细则

要求，数据结构不得随意改动，统一的自行开发的软件保

证了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档案数据的有效连接。经过鉴

定验收的档案管理软件由总公司档案处统一在专业系统

推广应用，并不断改进与完善，逐步实现与国家、北京市档

案计算机系统的连接。

档案数据的采集工作是一项工作量浩大、技术难度

高、质量要求高的工作。为使数据采集工作有计划的正常

开展，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首钢档案数

据的采集采取了分块包干、系统运作、逐级负责的方法。各

级机关每年形成的日常数据由各部门负责采集，公文管理

软件随归档文件一并完成移交给档案部门。各级档案部门

按计划进度完成室藏档案数据补充工作，并负责对归档数

据进行审核。总公司档案馆负责馆藏档案数据的补充工

作，并对专业系统档案数据进行审核。通过在全专业推行

计算机化管理，实现了数据逐级采集，使目录中心的数据

补充工作有了可靠的保障，目前专业系统拥有计算机数据

达18余万条。总公司档案馆已完成馆藏1949年以来16

余万条数据的输入、转换工作，占全馆馆藏档案目录的

90％以上，全部数据正式在网络上运行，效果良好。

回顾首钢档案工作40年来的发展历程，展望2l世

纪，首钢档案工作者将满怀高昂的工作热情，高举邓小平

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党的十五大路线奋力开拓、不断进

取，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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