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抱 之 木 ，生 于 毫 末 ；九 层 之

台，起于累土。馆库建设，是档案事

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档案安全保管

的前提。忆往昔，档案事业初创筚

路蓝缕。65 年前，刚成立的甘肃省

档案馆，既没有固定的馆舍，也没有

固定的办公用房，曾几次搬迁，办公

条件简陋。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为

了改善省档案馆办公条件，省委作

出决定，拿出历年积攒下来的全省

党费作为建馆资金。省政府想尽一

切办法，从十分拮据的省级财政筹

措到 40 万元经费支持建馆。1964

年，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皋兰山北麓

牟家庄 13 号院内的甘肃省档案馆大

楼破土动工。1966 年 7 月，庄严典

雅、质朴大方的档案馆大楼正式投

入使用。这是甘肃历史上第一座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档 案 馆 ，总 建 筑 面 积

7500 多平方米，馆库面积、功能设计

在当时位居全国前列。至此，甘肃

省档案馆有了自己真正的“家”，有

力保障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档案业务

的不断扩展和档案馆藏资源的不断

丰富，原有的档案库房、设施条件已

不能满足新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需

要。建设新馆，势在必行。经过多年

的不懈努力，2004 年底，位于兰州市

城关区雁滩路 3680 号的新馆终于正

式 投 入 使 用 ，馆 库 总 建 筑 面 积

16617.89平方米。

近年来，甘肃省档案馆以副省级

以上综合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为契

机，不断优化完善馆库功能布局，健全人防、物防、

技防“三位一体”档案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高档

案安全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确保了档案业务工

作有效开展。

作为全国首批建立备份库的省级档案馆，甘

肃省档案馆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位于兰州市榆

中县马坡乡高家湾村的原省档案馆后库正式开

工建设备份库，并于 2011 年底竣工正式投入使

用。备份库占地约 80 亩，总建筑面积近 4000 平

方米，是甘肃省与兄弟省市互为备份保存档案和

全省各市县档案馆档案备份保存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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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铸就辉煌 砥砺奋进续写华章

为 政 之 要 ，惟 在 得 人 。 人 才 是 事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 推 动 档 案 事 业 健 康 发 展 ，关 键 要 靠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的 档 案 干 部 队 伍 。 经 过 65 年

的 不 懈 努 力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干 部 队 伍 建 设 取

得了长足发展。人员编制从成立之初的 6 名

工 作 人 员 ，逐 步 发 展 到 今 天 的 100 余 人 。 下

设 有 甘 肃 省 档 案 抢 救 保 护 中 心 和 甘 肃 省 档

案装具标准化管理中心 2 个事业单位。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牢 固 树 立 人 才 资

源 是 第 一 资 源 的 理 念 ，大 力 实 施 人 才 强 档 工

作 ，高 素 质 干 部 队 伍 成 为 档 案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的“强引擎”。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

重 公 认 ”的 鲜 明 选 人 用 人 导 向 ，完 善 考 核 考

评 机 制 ，强 化 正 向 激 励 效 应 ，大 力 营 造 有 利

于 干 部 干 事 创 业 的 良 好 环 境 ；实 施“ 师 带 徒 ”

计 划 10 项 举 措 ，压 担 子 、交 任 务 、教 方 法 ，帮

助 年 轻 干 部 成 长 成 才 ；持 续 举 办 业 务 大 讲

堂 、青 年 理 论 小 组 学 习 、业 务 技 能 练 兵 比 武 ，

邀 请 知 名 专 家 教 授 开 展 专 题 讲 座 等 活 动 ，不

断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自 2018 年以来，有

30 名 同 志 入 选 甘 肃 省 档 案 工 作 规 范 化 管 理

及业务评价专家库，13 名同志入选全国档案

系 统“ 三 支 人 才 队 伍 ”，1 名 同 志 入 选 甘 肃 省

优 秀 青 年 文 化 人 才 ，1 名 同 志 当 选 甘 肃 省 社

科 联 委 员 ，为 档 案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了 强

大的人才支撑。

风 劲 帆 满 图 新 志 ，砥 砺 奋 进 正 当 时 。 站

在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成 立 65 周 年 的 节 点 回 望 ，

奋 进 新 征 程 的 信 心 和 决 心 更 加 坚 定 。 面

向 未 来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将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守 正

创 新 ，真 抓 实 干 ，全 面 推 进 档 案 治 理 体 系 、

档 案 资 源 体 系 、档 案 利 用 体 系 、档 案 安 全 体

系 现 代 化 建 设 ，奋 力 谱 写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篇 章 。

加强队伍建设 积蓄档案事业发展强大人才动能

1950年 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号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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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档案馆建馆65周年回眸

档案史册，赓续万代薪火；兰台文库，展示千秋伟业。1959 年

10 月 22 日甘肃省档案馆正式成立。65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

导下，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的指导下，一代代甘肃省档案馆

人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砥砺奋进，推动档案馆各项事业取得了显

著成效。1997 年晋升为国家一级综合性档案馆，2007 年荣获全国

档案事业发展先进单位，2023 年全国副省级以上综合档案馆业务

建设评价为优良等次。

近年来，甘肃省档案馆坚持和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十四五”

甘肃省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基础、提质量，

全面夯实档案业务基础，档案馆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

绩。如今的甘肃省档案馆已发展为集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服务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

件管理中心 5 个基本功能于一体的国家一级综合性档案馆，也是

全方位展现甘肃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

足谋一域。立足全局才能找准坐标，着眼大局

才能有所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档案工

作永恒的主题。甘肃省档案馆始终胸怀“国之

大者”，牢记“省之要者”，自觉围绕国家重大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谋划工作，主动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坚 持 用 档 案 发 言 ，不 断 巩 固 壮 大 主 流 声

音。梳理馆藏抗战原始档案，出版《抗日战争档

案汇编》甘肃卷 1—6 卷。聚焦红军长征在甘肃

的革命斗争，出版《红军长征在甘肃》。《档案》杂

志率先在全省期刊中开辟“百年党史”红色专

栏，累计推出红色主题理论文章 100 余篇，用档

案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在“甘肃档案”微信公众号开设

“聚焦党的二十大”“每日一学”专栏，推送各类

文章 1000 余篇，转载《领航》等主题宣传视频、

主题宣传海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

入脑入心。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开展“颂陇原古今 赏兰台珍藏”“馆长讲

档案”“涵咏兰台”等系列宣传活动，为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守好红色根脉提供鲜

活教材；联合省、市档案文化部门举办“中国共

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阅动兰州”寻找城市记

忆——照片展览展示，传承历史文化、展现陇原

魅力——同甘与共“陇原记忆”档案文献展，参

观人数达到 16 万人次；与 22 个长江黄河流域省

级（含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综合档案馆联合举

办“‘江河奔腾 红色浪潮’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长江黄河流域专题档案展”，用红色珍档讲

述新中国奋斗历程。

坚持资政服务，始终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大局同向发力。围绕服务党内集中学习教

育，举办“党性教育主题教室”“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甘肃记忆”“历史将永远铭记”等主题档

案文献展，为广大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供学习

教育平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

重大节庆活动中，及时推出“历史将永远铭记”

“甘肃记忆”3D 档案文献展数字展厅，让观众足

不出户就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展，打造网上红色

家园。围绕省委、省政府推进“一带一路”文化

建设，在敦煌文博会上举办“中国档案珍品展”

“锦瑟万里 虹贯东西——16 世纪至 20 世纪初

中外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全面再现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变迁、政治文

化，吸引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余人

参观。围绕祁连山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连

续出版“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丛书之《黑

河卷》《疏勒河卷》《甘肃省馆藏祁连山与黄河历

史生态环境档案叙录》，编写《甘肃地震档案与

新时代抗震救灾工作》等系列档案参考，为有关

部门决策提供高质量资政服务。围绕甘肃文化

强省建设，从馆藏档案中精心挑选明清、民国时

期杨继盛、吴可读、黄文中等人的 70 余幅奏稿、

书信手稿，策划出版《甘肃省档案馆藏名人手

迹》，不断延伸拓展档案文化服务深度和广度；

遴选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兰州的城池、舆地

图，编辑出版《兰州老图照》，全面记录留存陇原

大地的发展变化。

紧盯中心大局 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

浚其泉源。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工作的核心内

容。甘肃省档案馆坚持立足长远，多措并举，在

档案资源建设上铆足干劲，久久为功，努力构建

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档案资源体系。

始终坚持“应归尽归、应收尽收”原则，依法

做好档案移交接收。制订、修订《甘肃省档案馆

收集档案范围细则》，编制档案年度接收计划，

指导各单位依法移交档案。馆藏档案从只有单

一的纸质档案到有照片档案、实物档案、声像档

案、电子档案等多种门类，档案数量从建馆初期

的 47 卷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323 个 全 宗 、106 万 卷

（件、册），馆藏档案种类和数量均实现了质的飞

跃。实施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进一步

加强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活动、重点

领域的档案归集工作，聚焦构建“一核三带”区

域发展格局、实施“四强”行动、做好“五量”文章

和“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积石山 6.2

级地震抗震救灾等重大事件，开展档案收集，全

方位记录好、留存好甘肃干部群众砥砺奋进的

生动实践。切实履行红色档案保护利用的政治

责任，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红色档案保护利用

的实施意见》，提出 10 项具体举措，收集陕甘宁

边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革命烈士等珍贵红

色档案资料 440 余件。紧盯反映甘肃重要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特色产

业等的档案资料，征集秦州等地明清地契、账

册、串票有关历史文献 1777 件。实施以“记录

时代的风华正茂”为主题的口述史料采集项目，

用档案再现了全省 30 名在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的院士、英模人物的感人事迹。奠定档案利民基

础，积极推动住房、医疗、学籍、婚姻、社会保障、

土地确权、林权改革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民生档案接收进馆，从源头上确保涉及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各类民生档案完整、准确收集保管。

这些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真实记录了甘肃不同

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是社会各界全方位

了解甘肃历史文化的“信息库”和“思想库”。

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推进馆藏档案“存量数

字化、增量电子化”。实施“甘肃省档案馆馆藏

国家重点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任务”国家项

目，规范有序开展甘肃省民国档案目录数据库

建设，持续加大馆藏档案数字化力度，稳步推

行 档 案“ 双 套 ”接 收 进 馆 制 度 ，已 接 收 119 家

省 直 单 位 纸 质 档 案 59.02 万 件 ，数 字 化 副 本

943.4 万页，数据量达 5.41TB。目前，馆藏目

录数据 475 万条、档案数字化 3534 万画幅，建

立 8 类 专 题 档 案 数 据 库 ，建 成 全 省 民 国 档 案

目 录 数 据 库 ，目 录 达 238.7 万 条 ，文 书 档 案 数

字 化 率 达 90%以 上 ，为 数 字 档 案 馆 建 设 奠 定

了较为扎实的资源基础。

聚焦主责主业 狠抓档案资源建设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65 年来，甘肃省档案馆始终坚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把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的档案利用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依法加快到期档案开放，不断拓宽档案

利用渠道，全面提升档案查阅服务质量。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档 案 开 放 审 核 工 作 始 于

1992 年 。 历 经 30 年 的 发 展 ，档 案 开 放 审 核

工 作 不 断 走 向 规 范 化 和 科 学 化 。 2018 年 机

构 改 革 后 ，专 门 成 立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档 案 开 放

审 核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和 工 作 专 班 ，制 定《甘 肃

省 档 案 馆 档 案 解 密 划 控 工 作 办 法》《甘 肃 省

档 案 馆 档 案 开 放 控 制 使 用 范 围》制 度 ，加 大

档 案 开 放 力 度 ，开 放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前

档案 156 万件，开放比例达 92%，积极推进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开放。

近 年 来 ，为 更 好 地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的 档 案

利 用 需 求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大 力 推 进 档 案 信 息

化 建 设 ，实 现 档 案 数 字 资 源 安 全 管 理 及 网 络

化利用，拓展 79 个县区档案馆进入全国档案

查 询 利 用 服 务 平 台 ，建 成 甘 肃 省 档 案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服 务 系 统 。 与 青 海 省 、湖 北 省 等 多 家

档 案 馆 签 订 查 阅 协 议 ，着 力 构 建 方 便 人 民 群

众 的 档 案 利 用 体 系 。 开 通 电 话 查 档 、“ 互 联

网 +”查 档 服 务 等 便 民 查 档 渠 道 。 2018 年 至

今 ，省 档 案 馆 查 阅 大 厅 已 接 待 社 会 各 界 查 档

群 众 2 余 万 人 ，为 学 术 研 究 、史 志 编 修 、权 益

保 护 、解 决 历 史 疑 难 问 题 等 提 供 了 重 要 信 息

支 撑 。 甘 肃 省 档 案 馆 查 阅 大 厅 悬 挂 的 一 面

面 感 谢 锦 旗 、留 言 簿 上 的 一 句 句 真 诚 谢 意 ，

不 仅 彰 显 了 干 部 职 工 热 情 贴 心 的 服 务 ，而 且

是人民群众对省档案馆查阅服务的肯定。

持 续 拓 展 延 伸 档 案 公 共 服 务 效 能 ，充 分

发 挥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中 小 学 生 研 学 实

践 教 育 基 地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等 场 所 的 作

用 ，开 展“ 红 色 档 案 润 童 心 、兰 台 启 梦 向 未

来 ”“ 学 史 力 行 、童 心 向 党 ”档 案 馆 开 放 日

活 动 ，让 青 少 年 近 距 离“ 探 秘 ”档 案 馆 ，寄

存“ 梦 想 档 案 ”，感 受 档 案 文 化 魅 力 。 依 托

馆 藏 红 色 资 源 ，积 极 探 索 ，将 档 案 工 作 融

入“ 大 思 政 课 ”教 学 的 育 人 新 格 局 ，与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联 合 举 办 以“ 兰 台 寻 源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为 主 题 的 思 政 大 讲 堂 ，以 红 色 档 案 赋

能思政教育，实现“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

堂”的有效衔接；深化“红领巾读档人”“青春

读档人”读档活动，用红色档案引领青少年健

康成长。

秉持人民至上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档案利用需求

清宣统二年（1910 年）5月，陕甘总督长庚褒奖修建黄河铁桥官员批文。

兰州市小学生“探秘”甘肃省档案馆。

甘肃省档案馆开放日活动。

修建黄河铁桥合同（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