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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有权属档案已实现了数据化并电子登
记簿管理，管理人员的结构和素质实现了年
轻化和专业化，有那么多的信任和荣誉在鼓
舞鞭策着我。

房产档案是各类档案中利用率最高、最
活跃的之一，不动产的特性也赋予了房产档
案的高价值和重要性，一旦因房屋登记的依

据———档案出现疏漏引发权属争议，其后果
和赔偿也是巨大的。 围绕这一特性，我将目
光盯在如何保证档案安全这一核心展开工
作。 我正在同大家一道研究探讨，加强完善
房屋登记信息管理系统中档案库房管理模
块，以解决因档案利用，频繁出入而带来的
安全问题；创新利用最新网络无线传输技术

改进档案管理目前通用的条码技术，以解决
大型馆室档案管理技术难题；同时打造一支
敢创新、敢碰硬、有活力的档案管理团队。

人生如白驹过隙， 回顾二十多年来，因
情和缘编织了一幅绚烂的“档案结”，在今天
妻子生日之际，以此文送上一份独一无二的
生日礼物，谢谢你，我的爱人。

□ 抚顺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 赵文忠

我与档案馆的故事

档案在你身边，档案连着你我他。 国家
档案局开展的“档案在你身边”征文活动，使
我这个 81岁的参与者深感亲切，倍感激动，
记忆中不断闪烁着我与抚顺市档案馆的故
事……
报纸为媒一见如故档案人可亲
2011年 6月 11日，我同往常一样到设

在抚顺市图书馆（与市档案馆同一个办公
楼）的市文化局老干部活动室参加活动。 刚
到电梯口， 一位戴着眼镜年近 40岁的男同
志主动跟我打招呼，称呼我为赵局长，我开
始一愣，心想这位小同志我不认识呀！ 没等
我开口，他马上自我介绍，他是市档案馆管
理利用编研处副处长叫张永林，他说是看了
抚顺广播电视报刊登的配有我的剧照的《文
艺园丁无悔人生———记我市离休老干部赵
文忠的艺术人生》 专题报道文章认出的我。
他紧接着又说，您是 1933年 4月生人，自幼
喜好文艺。 1948年 11月考入抚矿职工总会
文工团当了一名青年演员。 1949年 5月排
演了第一个秧歌剧《献纳器材》。 1952年转
入市文联担任戏曲组组长。从 1955年起，先
后担任文化局共青团总支副书记，文化科副
科长，歌舞团副团长，戏曲学校训练班书记
兼主任，京剧团书记兼团长，评剧团书记兼
团长，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化局常务
副局长。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戏曲
志丛书编委会编委、抚顺市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 1993年 8月离休至今……听了他简短
的介绍和对我情况的熟知，我顿时觉得亲切
无比，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便随他到市
档案馆 8楼管理利用编研处叙谈起来……
心有灵犀锁定归宿档案人可敬
落座后，张处长继续介绍说，市档案馆

正在开展对散存在离退休老干部手中的历
史资料征集工作，他们经常通过报纸、电视
等媒体收集线索。他们在 6月 9日抚顺广播

电视报人物专版看到了我的专访文章和剧
照，决定一定要联系上我。今天真是巧了，一
眼就让我认出您来了。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
了那份配有我剧照的报纸。他说有关您的专
访我看了三遍，您老在抚顺文艺战线从艺从
政工作了 45个年头，是抚顺市的文化名人，
为抚顺文艺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您曾率领
我市京、评、话、歌四个专业剧团参加全国戏
剧汇演（比赛），并且都获得了大奖，由一个
市所有剧团都有剧（节）目参加全国汇演（比
赛）是极其少有的，更主要的是还受到过毛
主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张处长对我手中
的史料如数家珍。他说您手中留存的历史资
料，非常有价值，如果能捐赠给市档案馆，不
仅能填补市档案馆一些文化史料空白，而且
对于将来编撰《抚顺文化志》也是意义非凡。
听到这里，我好像与张处长心有灵犀，忍不
住道出了心里话，由于档案史料残缺，《抚顺
文化志》目前还没有编撰完成，作为文化战
线的老同志，我心不甘，总觉得还有任务没
有完成，总希望能有一部完整记录抚顺文化
艺术发展的像样的志书，记载抚顺文化艺术
取得的辉煌成就。但自己已年逾 80岁，心有
余，力不足了，在文艺战线工作 45年，手中
确实积累了不少珍贵、重要的史料，也时常
担忧将来有一天这些史料的命运归宿。今天
听了张处长一番话，似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
于落地了，我当即决定把手里的档案资料无
偿捐赠给市档案馆永久保存。同时在短暂的
相处谈话交流中， 我对面前这位年轻的处
长，心里不由得平添了几分职业敬意。
如获至宝如释重负档案人可信
按照我们的约定，第二天，张处长亲自

带着处里的老周同志到我家里指导我进行
材料清理登记。

在清理过程中，张处长他们一边翻阅查

看，一边听我介绍。 这是市话剧团编演的小
品《无言的结局》荣获“全国戏剧小品比赛”
编剧、演出、表演三项一等奖的材料；这是满
族题材的历史京剧《康熙出政》和现代京剧
《抉择》， 参加全国京剧汇演， 荣获编剧、导
演、演员表演、舞台设计多项大奖的材料；这
是我代市委、 市政府起草的“文艺九条”草
稿，这些年“多出戏、快出人”与“文艺九条”
奖励规定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 1956
年我率市歌舞团参加“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
蹈会演”时与毛主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照片；这是李先念主
席点名《康熙出政》进中南海演出后，接见演
职人员的合影； 这是我演第一个小秧歌剧
《兄妹开荒》的剧本；这是市话剧团 1963年
3月印有“谨以此剧献给毛主席的好战士，
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同志”的一张小节目
单，它证明了：抚顺是最早把雷锋形象搬上
舞台的城市；这是我组织编写的“戏曲志”、
“文化艺术资料草稿”……

在我介绍中，张处长听得非常认真和投
入，时而频频点头回应，时而如获至宝一样，
脸上露出兴奋和惊喜的神情。当我指着一堆
零散剧目说明、参观访问笔记材料，说这些
我认为是没什么大用的了，放到一边以后销
毁处理吧。张处长急忙指教说，您手下留情，
在整理中，您可能注重：市长对你的任命书、
参加市人代会的通知书、 剧本剧目获奖证
书、原始剧本、演职员表、舞台剧照、内部会
刊、 有关抚顺剧目的评论文章等等， 这些
“大”件当然重要，但是一些小事小件也万不
可小视，你们演戏时的一个“剧照”、一个“说
明书”，需要时它能见证一段历史的事实。所
以不管“大”与“小”的史料全部清理登记，应
存的尽存。
当听完张处长的“大道理”，我心里如释

重负， 更坚定了我捐赠全部档案史料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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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为市档案馆的同志是“懂我”的“鉴宝
大师”，他们是值得我信赖的人。
记忆回眸得益兰台档案人可赞
档案储存记忆。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

际，中组部开展了“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征文活动。在构思征文期间，我忆起一
个“舰”与“船”相关的题目，于是急去市档案
馆登记借阅我 1971年至 1975年三次参观
党的“一大”旧址时的参观资料、随感笔记和
1991年 5月随团访问前苏联参观阿芙乐尔
巡洋舰参观日记、照片等。 张处长了解我的
来意后，主动帮助查找市档案馆保存的有关
“舰”与“船”的资料，提供给我参考。 征文材
料准备齐全后，征文正式定名为《阿芙乐尔
巡洋舰永驻我心中》。

征文内容节选如下：1991年苏联解体

前夕， 我随辽宁文化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去
涅瓦河畔参观了阿芙乐尔巡洋舰。随团女翻
译介绍说，阿芙乐尔意为“黎明”或“曙光”。
该舰是艘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老舰，它最著名
的“壮举” 是 1917年 11月 7日俄历 10月
25日发出的“十月革命”起义信号，揭开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追昔抚今， 在我回国半年后的 1991年

12月25日，苏联解体了，具有 70多年历史
的苏联共产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而嘉
兴南湖小小“红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现
在是一个拥有 6500万党员、13亿人民的执
政党。 历经 90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并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这开
天辟地的“三件大事”！

今天南湖“红船”上诞生的伟大、光荣、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驾驶着中国现代化的
巨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驰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
征文被中组部老干局、“老人世界”杂志

社评为“一等奖”， 被抚顺市老干部局评为
“特等奖”。 我到人生的晚年，还能荣获大红
荣誉证书， 在衷心表达对党恩情的同时，更
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档案资料及时存档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真实的故事最精彩， 身边的故事更感
人！ 从捐赠档案入馆到利用档案写成《阿芙
乐尔巡洋舰永驻我心中》获奖，我真切地感
受到了档案就在我身边！ 这次撰写《我与档
案馆的故事》， 我就是要真心赞美忠诚于档
案事业，为国守史，为党管档，可亲可敬可信
的档案人！ 你们是兰台真英雄！

□ 锦州档案局 杨大庆 柴 玲

感谢档案 感谢党

说起档案，我还真得感谢咱们锦州市档
案馆，感谢共产党为咱们百姓培养出了那么
多优秀的好党员、好干部。 我是一名退休的
老同志， 原锦州市半工半读技术学校 66届
毕业生，我叫杨春玲。要说年轻的时候，也为
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
春。可如今，我老了，老到不能再为党服务的
年纪了，可党并没有忘记我，并没有把我当
一个无用的人看待。 相反，倒不断地出台新
政策，新规定，来为我这样的人提高待遇。这
不，我与档案馆的故事，就得从这待遇说起。
那是在 2011年的 3月份， 我听说锦州

市里来了新文件，对文革期间老三届毕业生
的工龄问题有了新的说法，我的心中热血沸
腾，心想，我的待遇可以提高了，我可以多赚
几个钱， 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一点积蓄
了，但相关的负责人对我说了，要想办工资
这一块，必须找到原始档案中能证明自己学
校性质的相关材料。找档案，那得多麻烦呢，
再说，咱们档案馆里也没有熟人，现在都是
些小年轻的同志，能为咱好好找吗？
抱着一大堆的疑问，我起个大早来到了

市档案馆，当时，档案馆只是部分的同志上
班了，我一看，查档接待室有人，便敲门而
入， 在工作岗位上有两位年轻的小伙子，看
上去都是三十岁左右，还没等我说话，其中
的一位就开口叫上我一声阿姨，我的心里暖
暖的，心想，现在小年轻的也有心眼儿好使

的。 我连忙跟这小伙子聊了起来，得知这名
工作人员叫柴宝玉，他就是负责接待查档的
同志，我跟他细说了我的情况，主要是为了
多涨点工资，才来麻烦档案馆的，宝玉同志
忙说：“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的工作，也
是我们的职责。”另一位小伙子也如是说。后
来才知道，那位小伙子叫邱枫，是负责调卷
的。 于是，叫宝玉的那名小伙子在那一大堆
的目录中，细细地查找，左一本，右一本的，
大约找了有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我所需要的
东西，我当时的心真的有些凉了，心想，我这
手头上只有一本 1984年 12月市教委补发
的毕业证书，其他什么也没有，我还能到哪
里去找呢？ 心里真的是很失落，但看到孩子
们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我心里依然很感
激。我没说什么，想要走，叫宝玉的那名小伙
子好像是看懂了我的心思， 安慰我说：“阿
姨，查不到所需档案的人很多，您老也别上
火，保重身体要紧，如有新的线索，您再来，
咱们再慢慢找。”他的一席话，真的是让我火
消渐半。但话又说回来，我真是不甘心，毕竟
自己曾经真的工作过，现在若是找不着档案
了，那涨工资的事肯定就是泡汤了，我回到
家，又多方联系，多方打听，最后，又找到了
教育局，得知上次我提供孩子们的查档信息
有误，我的心又豁然开朗了许多。

于是，我再一次去了档案馆，接待我的
还是那两位小同志。 由于前几天的初识，这

一次，我们基本上算作是老朋友了，我急忙
又向宝玉小伙子说明了来意，宝玉同志不放
过每一个细小的线索，然后，邱枫小伙子左
一趟右一趟地往返于库房与接待室，给我这
个老同志取卷，由于心情急切，还忘记了戴
花镜， 宝玉同志还为我提供了合适的花镜，
并指导我查阅， 我的心里真的是特别地感
动，像这样的人，工作在服务窗口，能不厌其
烦、爱岗敬业，我可以说，又看到了我们那一
代人当年的影子。 最后，宝玉小伙子终于在
市档案馆的 30号全宗、6号目录、21号案卷
中， 查到了我们 66届三年二班毕业生的花
名册，我拿过这本档案，把它抱在怀里，落泪
了……。 我奔走相告，找到了自己的原班同
学，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他们，让他们的待遇
也得到了解决。
我真高兴！要知道，人到老年，心情不再

像年轻时代，办什么事真的很打怵，更不愿
意看到年轻人冷落的脸， 可通过这件事，我
找到了我当年的影子，我看到了希望，看到
了未来，看到了咱们党的前景。
我再一次的感谢咱们市档案馆，感谢为

我服务的那两名小伙子，感谢咱们的党培养
出了这么优秀的好干部。 今天，听说档案系
统有这个征文活动，我虽然不能写，但是我
可以说，我可以让别人替我写下我这永远不
能忘怀的故事。
（杨春玲老人口述，杨大庆 柴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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