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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市档案馆基本情况

庆阳市档案馆成立于 1963 年 7 月，为市委直属正处级事业

单位，履行全市档案收集保管利用职能。现内设办公室、宣传技

术科、档案管理科、编辑研究科、信息化建设科 5 个科室。核定

编制 20 人，现有工作人员 16 人，其中，馆长 1 人，副馆长 2 人，

三级调研员 1 人，科级及以下人员 12 人。

庆阳市档案馆位于庆阳市委市政府集中办公区 2 号楼，总建

筑面积 7154 ㎡，现馆藏档案 233 个全宗近 20 万卷（件），资料

34965 册，保存有自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至今的多个门类

档案资料，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庆阳市这一历史时期的变迁和社会

发展，也是全省唯一保存大量革命历史档案的市级档案馆。档案

馆各类业务功能俱全，配备有库房温湿度自动控制、消防报警灭

火系统、防盗及漏水报警系统、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电源控制系

统、电子查档系统等，建有“奋进之旅—庆阳市发展历程档案主

题展”，是集档案安全保管、查阅利用、信息传播、展览教育、

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档案馆，也成为全方位展现庆阳历史、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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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
谱写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庆阳市档案馆先进事迹

近年来，庆阳市档案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强基，人才支撑，

数字赋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抓实干，砥砺奋进，切实

发挥“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职责使命，各项工作取

得长足发展。

一、领导重视，攻坚克难，档案馆发展环境全面优化。一是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先后 2 次对市档案馆工作作出批

示，充分肯定庆阳档案工作，协调市政府划拨 1500 ㎡整栋楼补

充档案业务用房。增加市档案馆 3 名参公编制，增设 1 个科室。

从馆内提拔馆长、副馆长各 1 人，晋升职务职级 15 人。市委常

委、秘书长先后 4 次调研档案馆工作，主持制定局馆协同办法，

逐年增加管护费，列支专项经费 210 万元。二是依法治档能力明

显增强。深入学习贯彻《档案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工作制

度机制 25 项并严格落实。常态化开展档案“七进”宣传，加大

档案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每年“6.9”国际档案日，围绕主题举

办展览，推送短信、发放宣传册、文创产品等提升社会档案意识，

推动学法用法深入人心。三是档案馆影响力明显提升。在重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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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高质量举办“一切为了人民”“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

等主题展览 12 场次，累计 6 万人次接受教育。在各类新闻媒体

刊登理论文章和档案信息 1051 篇。

二、固本强基，务实创新，档案基础业务取得新成效。一是

丰富馆藏档案资源。持续发布《公告》，动员群众“捐”、适当

补偿“收”、珍贵资料“买”、主动服务“存”、沟通协商“仿”

等方式，接收各门类档案 23336 卷、108057 件，地方资料 5944

册。常态化加强红色档案征集，一批珍贵资料进馆，成为“镇馆

之宝”。二是馆藏档案规范科学管理。严格按规范提升档案整理、

编目等基础业务，建成国家重点档案特藏库。规范整理近 20 年

的改制企业档案，完成全文目录 141960 多条。规范整理 25 类 3

万余册图书资料，对 79 个全宗 31960 卷档案搬迁倒库，对 113

个全宗 13813 卷、195410 件档案重新排架。三是完成声像档案

数字化转化。从日本采购设备，完成馆藏 10 多年 1000 多盘音像

档案数字化转换，赋予传统声像档案新生命力。四是加强档案安

全建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人防、物防、技防、

联防“四道”防线，建成现代化自动检测报警安防系统，档案各

环节均在安全可控之中。

三、多措并举，以档惠民，档案利用服务效能实现新提升。

一是创新模式搭建“连心桥”。以“管理更精细、利用更便捷、

服务更高效”为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开展“一把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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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四个一”“1+N”等服务提优活动，设立党员先锋岗，

开通 “绿色通道”，推出个性化查档，努力打造“文明、阳光、

温情、贴心”窗口。对高频利用档案，编制专门检索工具，提高

查准查全率。五年来，累计接待查档 1.5 万多人次，利用档案

30 多万卷（件），出具证明 20 多万页。在全市化解“登记难”

工作中，想方设法为 300 多户群众顺利办理不动产证提供佐证材

料，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构建了党群“连心桥”，收到锦旗

6 面、表扬信 4 封。二是数字赋能加快信息共享。印发《馆藏到

期拟开放档案鉴定方案》，加快步伐已完成馆藏档案鉴定 60%。

加快档案信息化转型，馆藏档案数字化率达 70.1%。及时接入全

国全省档案利用查询服务平台，异地查档，跨馆出证。三是创新

推动编研出精品。积极探索馆校合作共赢模式，与兰州大学等高

校合作共建“教学科研基地”，借智高校人才优势助力编研开

发，已合作开发庆阳唯一一套清代县级档案汇编，编纂《庆阳生

态环境档案选辑》，讲好“黄河故事”。注重红色档案的收集保

存和开发利用，为国家档案局《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系列丛书提

供大量的档案资料，精心编著《陇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等

红色档案编研成果 13 种 32 册；拍摄 6 集档案文献纪录片《红碑

永矗》，喜获庆阳市文艺影视类作品三等奖，成为社会各界学习

党史的重要载体。

四、党建引领，人才强档，庆阳档案事业再上新台阶。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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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学习”，增强勇毅前行的原动力。始终把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统领

档案工作的“纲”，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常学常思，结合实际研

究落实。二是“党建+业务”，档案宣教功能充分发挥。创新举

措发挥庆阳发展历程档案展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为中小学

生开设思政教育“第二课堂”，制定“1+2+N”讲解服务模式，

用心讲好庆阳故事。五年来，接待参观学习 5 万多人次，已成为

社会各界学习的“充电站”和党史教育“能量吧”。三是“党建

+队伍”，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兰台铁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抓

班子、带队伍、干事业一体推进，采取“四强”举措，发挥“践

行初心使命·奉献兰台事业”党建品牌效应，被确定为全市党建

融合示范点和党建观摩点。深入推动书香机关建设，开展岗位大

练兵和业务大比拼，开设“兰台大讲堂”21 期，多方位加强实

践锻炼、专业训练。领导班子团结有力，被评为优秀班子，干部

队伍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 1 人、

全省先进工作者 3 人、省市级档案专家 9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