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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缙云县档案馆的那一刻，记者
并未料到，在那些密集排列的档案架上，
沉睡的历史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苏
醒。

数字化浪潮席卷库房，扫描仪将纸页
转化为数据洪流。从“自助查档一体机”
实现民生档案“秒查秒得”，到建成32个专
题数据库打破信息孤岛，再到“馆室联动”
机制让数十万件档案重见天日——档案
不再是被束之高阁的“故纸堆”，而是在
数字赋能下，成为融通历史与现实的“数
据血脉”。

在五云街道档案室，记者目睹了档
案从凭证到“治理芯片”的蜕变。面对拆
迁引发的农户产权争议，工作人员轻点
鼠标，权属数据便跃然屏上。档案在此
刻化身“产权裁判官”，近年来累计为
4800 余户拆迁户明确了产权份额。街道
依托“1+10+N”系统，更让征收档案实现

“一户一册”精准管理，归档完整率达到
100%。一张张电子化的契约文书，悄然
成为缝合社会裂痕的无形丝线。

最触动记者的，是在档案修裱室遇
见的那群参与修裱的少年。他们屏息凝
神地为仿制的“施晓湘抗战画集”除尘修
裱——当稚嫩的双手触摸历史伤痕，档
案便不仅仅是文献载体，而成为一种精
神的薪火相传。

离馆之际回望这座“记忆宝库”，记
者突然懂得数字化赋予其的真正新生：
它让历史不再沉睡于铁柜，而是在民生
需求中流动，在治理难题中闪光。档案
的终极价值，不是尘封的完美保存，而是
在时代召唤下，成为照亮现实的火炬。

当历史记忆成为
治理“新基建”

本报记者 张李杨

“登录系统、点击按钮，马上就能查到出生证明！”在缙云县档
案馆，3秒调取所需档案的“查档神器”让历史数据变“活”了。2023
年创成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的缙云，用“自助查档一体机+云端数
据库”的组合拳，将祖辈的婚书、老宅的地契、个人的出生等民生档
案，变成秒查秒出的“电子证件包”。这个浙西南山区县，正以数字
化浪潮让档案有了“民生温度”。

从沉睡库房到激活指尖，从尘封故纸到赋能当下，缙云的档案
工作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嬗变。这份源于数字化赋能的活力，让档案
工作突破了时空壁垒，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在浙西南的
绿水青山间，生动诠释“为国守史”与“为民服务”、“存史资政”与

“赋能治理”的水乳交融。

沉浸在档案里，看到岁月印迹

黑白的历史照片、厚重的文件资料……在历史的深处，每一份
档案都是时间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城市的记忆，讲述着过往的辉
煌与变迁。

走进缙云档案馆的一楼展厅，几位市民正被一个占地约 500平
方米的展厅所吸引，这里正在举办的是《“红色记忆”主题展》。市
民李先生说：“该展览以时间为轴，精心串联了缙云革命历程，上百
张历史照片彰显了缙云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县档案馆成了当下爱
国主义教育的新打卡点。”

“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承载着由远到近的城市记忆。档案
工作承担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任。”缙云县档案馆
副馆长张慧琴表示，目前，缙云县档案馆保存档案 25.55万卷、88.16
万件，包括文书、科技、照片、专业档案等十多个门类。

作为浙江省继嘉善、鄞州、新昌、德清之后第 5个创成全国示范
数字档案馆的县，缙云县新档案馆总面积 21157平方米，地上 5层、
地下 1层，由库房、对外服务用房、档案业务和技术用房、办公室及
附属用房等组成，配备了总控系统，功能涵盖视频监控、防盗报警、
门禁管理、电子巡更、库房温湿度管理、消防报警等，是丽水市建筑
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硬件设施最完善的档案馆。

走进库房，一排排智能档案密集架内整齐摆放着各种档案，包
括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缙云的档案。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反映缙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形成的各种档案，
可以说集缙云历史记录之大成。

“伟哉黄帝，肇自洪荒。继天立极，基奠华夏。”在库房整齐罗
列的档案卷中，一个黄色的丝绸卷轴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仙都黄
帝祠宇重建 23年后，首次以浙江省政府名义主办的中国仙都祭祀
轩辕黄帝大典祭文。”档案馆副馆长张培勇说，祭典一结束，这件具
有历史意义的祭文就送到馆里保存了。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视频……在库房，你可以近距
离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奋斗人生，触摸经济文化的发展脉搏。

那么，如此珍贵的档案都是怎么保存的？又有哪些防范措施呢？
根据《档案法》及《档案法实施条例》，档案库房要配备防火、防

盗、防水、防光、防尘、防有害气体、防有害生物及温湿度调控等必
要的设施设备。

“因为档案怕水，所以不能采用消防喷淋系统。”张培勇介绍，
档案库房全部采用高压细水雾系统，一旦险情发生，能够瞬间启动
灭火。

在档案库房内，还配有视频监控系统、烟感热感报警系统、门禁
系统、溢水报警系统等，这里的安全指数“十颗星”。

来到查阅中心，享受一份便捷

档案和老百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工龄认定、工作调
动、办理退休手续等都需要用到档案凭证。

“嘀！”随着身份证感应声响起，在缙云县档案馆自助服务区，
市民王女士仅用 30秒就打印出了 1987年的结婚登记档案。“过去得
麻烦工作人员翻箱倒柜找半天，现在就像取快递一样方便！”她笑
着展示手中的档案材料。这样的便捷场景，正是数字化创新的生动
缩影。

走进无死角监控的数字化加工车间，扫描仪正孜孜不倦地“咀
嚼”着历史。近年来，缙云县档案馆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通过技术
赋能与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打造出全市领先的档案管理服务体系。

去年，缙云县档案馆完成了会计凭证、报纸、照片等五大类档案
数字化加工，累计扫描纸质档案 29万余页，著录条目超 10万条，并
严格实施双备份机制，将 84.99GB数据备份至数字档案馆，构筑起
档案安全“双保险”。

作为全市首个实现馆藏系统国产化替代的示范单位，缙云县档
案馆通过二次研发 30余项定制功能，构建起智能化的“收管存用”
全流程体系。其投入使用的丽水市首台自助查档一体机，实现婚姻
登记、出生证明等民生档案“刷证即查”，同步开通长三角异地查档
服务，让群众享受“指尖上的档案服务”。依托新建的城市档案数
据中心，整合县委组织部、县自然资源局、县建设局等单位档案资
源，建成红色档案、缙云烧饼、缙云宗谱等 32个专题数据库，推动档
案资源从“物理集中”迈向“数据共享”。

在档案开放利用方面，该馆实施“馆室联动”审核机制，通过
“主审+共审”双责任制，目前累计开放档案 2.3万余件。今年启动
的 160余万件档案开放审核工程，更以数字化手段大幅提升档案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从今年 3月开始，全馆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共同参
与档案开放审核，现在已经基本完工。”档案馆办公室主任杜建丽
告诉记者。

“这些审核后开放的档案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老百
姓找回记忆的钥匙。”张培勇说。

如今，缙云百姓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开放档
案，这座承载历史的“记忆宝库”正以数字新生焕发现代活力。

下沉到一线，感受基层规范

5月 30日，缙云县档案馆档案修裱室里，40多名少先队员手执
粽刷、毛笔，刷浆糊、敷宣纸、修裱压实，通过一系列操作将手中仿
制的“施晓湘抗战画集”除尘修复。“过去只在电视上看过档案修
复，没想到今天能亲手操作。”孩子们拿着亲手完成的修裱作品，在
心中悄然种下了红色的种子。

“这样的实践课，让历史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
的温度。”张慧琴说，这是“缙档拾光”体验活动的生动剪影。缙云
县档案局创新打造“理论+观摩+体验”三维培训体系，通过小班
化、多批次、全覆盖讲座和档案馆研学等形式，让档案知识走进乡
镇（街道）、部门课堂和乡村文化阵地。打造以缙云县档案馆为主
体的县档案体验中心，形成“缙档拾光”档案宣教及专业队伍培育
品牌。

去年，缙云县档案馆接收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政局、县社保中
心、舒洪镇等 24家单位移交的档案 13万多卷、48万多件，超过 2023
年底原有馆藏总量。

在五云街道档案库房，街道党工委委员田李萍轻点鼠标便调出
了洋潭头村 42省道征迁农户相关数据。这份高效的背后，是该街
道投入百万余元打造的规范化档案管理体系——除移交的 5810
卷、5550件，225GB的历年档案外，9间标准化库房保管着 11395卷
珍贵档案，其中 23.43万页数字化档案，将群众查档时间从 1—2天
压缩至几分钟。

征收工作中，档案化身“产权裁判官”：近年来累计为 4800余户
拆迁户提供了产权认证。值得一提的是，街道依托丽水市统一开发
的“1+10+N”系统，实现档案“收管存用”全流程再造——征收档案
实施“一户一册”精准管理，年度归档完整率达 100%，也为以后“村
改社”铺平转型之路。

规范的档案管理在企业同样重要。走进国网新源浙江缙云抽
水蓄能电站，数字库房智能恒温恒湿系统 24小时不间断运行。“眼
下各项目部的土建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优质工程评选可全靠里面的
档案来衡量。”负责档案工作的钱向清介绍，比起会议文件档案，工
程类档案保存更加马虎不得，只有确保项目档案真实、完整、规范，
后续技改维修才不会出问题。

昔日沉睡的纸张，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新生，化作服务民生的“电
子证件包”，化作基层治理的“产权裁判官”，更化作连接历史与未
来的“记忆之桥”。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效率的提升，更是档案工
作从“为国守史”的殿堂，主动下沉、深度融入“为民服务”的生动实
践。它让尘封的岁月有了触手可及的温度，让历史的见证成为推动
发展的力量，更在浙西南的绿水青山间，书写着档案事业高质量发
展、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鲜活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