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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档案局文件
鲁档发

关于表彰全省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
先进单位的通报

、 1 996年全省农村档案工作会议以来，全省各级档案
人＿＿部门、涉农部门和广大农村基层单位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奋发努
力，开拓进取，促进了全省农业和表村档案工作的迅速
发展，为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新的贡

；献，涌现出一大批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先进单位。为进
，一步调动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部门积极性，巩固和发展

我省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服务，现对全省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先进单位，予以通
报表彰。希望全省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先进单位，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开拓创新，使我省农业和农村档案工
作再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全省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
先进单位名单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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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市档案局
平阴县档案局
济南市历城区档案局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镇
济南市市中区七贤镇
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
济南市历下区姚家镇
长清县万德镇
济阳县济阳镇
胶州市档案局
青岛市城阳区档案局
平度市香店街道办事处
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街道办事处后湾村
胶南市珠海街道办事处李家石桥村
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村
莱西市店埠镇
即墨市蓝村镇
青岛市唠山区中韩街道办事处
莱州市档案局
烟台市芝早区档案局
海阳市档案局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
烟台市福山区减家镇
莱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平村
长岛县北长山乡店子村
山东丛林集团公司
山东蓬泰股份有限公司
寿光市档案局
昌邑市档案局



飞

潍坊市坊子区档案局
诸城市程戈庄镇
安丘市安丘镇
青州市黄楼镇
高密市姚哥庄镇
临胸县五井镇
昌乐县河头镇
鱼台县档案局
邹城市档案局
曲阜市档案局
济宁市任城区安居镇
汉上县康骚乡
充州市农业局
梁山县农业局
金乡县绪城镇李楼村
济宁市市中区金城镇兴东居民委员会
平邑县档案局
沂水县档案局
沂南县档案局
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
营南县十字路镇
郊城县褚墩镇
临沐县东盘乡
临沂市河东区相公镇刘团村
蒙阴县巨山乡刘官庄村
禹城市档案局
夏津县档案局
德州市德城区档案局
平原县腰站镇



华

齐河县祝阿镇
陵县陵城镇
禹城市十里望回族自治乡前河套村
德州市德城区于官屯乡堤岭村
菏泽市档案局
定陶县档案局
巨野县档案局
菏泽市岳程办事处
定陶县孟海镇
成武县汉上镇
曹县曹城镇
单县杨楼乡
巨野县太平乡
桓台县档案局
淄博市张店区档案局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淄博市张店区宝石镇
淄博市淄川区淄城镇城二村
淄博市周村区周村镇胜利村
新泰市档案局
宁阳县档案局
肥城市潮泉镇
东平县彭集镇
泰安市郊区山口镇
泰安市泰山区泰前办事处
枣庄市峰城区档案局
枣庄市薛城区档案局
滕州市城郊乡
枣庄市市中区渴口镇郭村



临清市档案局
往平县档案局
临清市唐园乡
临清市金郝庄乡
在平县杜郎口镇
往平县杜郎口镇鲍庄村
东阿县铜城镇东关村
邹平县档案局

塾琏哗塞局一
迪旦髦翅翻缸－-
阳信县商店镇
邹平县邹平镇中兴村
滨州市彭李街道办事处张八棍村
垦利县档案局
利津县档案局
东营市东营区辛店镇
广饶县大王镇建委
东营市河口区四扣乡六吕村
威海市环翠区档案局
文登市档案局
威海市环翠区固山镇
文登市文城镇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田村街道办事处
曹县档案局
五莲县档案局
五莲县林业局
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海滨一路居委会
莱芜市钢城区档案局
莱芜市莱城区辛庄镇畜牧兽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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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莱城区寨里镇边王许村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山东农业大学

’飞＼

巷

火讼户

共印150份



夕

滨州地区

单位名称⋯惠民。。

惠民县拥有62万人口，21个乡镇，1255个行政村。近几年来，在县

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关合支持下，加上档案工作

人员的积极努力，乡村档案工作出现了新面貌，乡镇机关档案室全部

达到了省级先进标准，村村建立了档案，不但门类齐全，而日库续不

断，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轨道。

一、加强宜传，提高认识。长期以来，农村档案没有被多数人所

重视，对开展农村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在农村一

部分人员中，存在着“村里无档可建”、“即使有档也无用”的模糊

认识，有不少的村庄并不注意档案材料的平时收集保存，致使一些

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役有及时的收集起来，即使已经收集保存起

来的部分档案材料，也缺乏系统整理，再加之农村存放条件差，管理

不善，破损丢失现象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档案的安全利用，针对这

一清况，我有1确定首先从宜传入手，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农

村建档的重要性，先后召开乡镇、农村分管领导和档案工作人员会议

8次，举办电视讲座和培训班108次，印发宣传材料2800余份。通过一

系列的宣传括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意识，增强了法制观念。

二、建立机构，加强领导。全县1200多个村庄，要搞好农村档养

工作，仅依靠档案局10来个人是不行的，要依靠乡镇这一基层党委政

府。可是，长期以来，乡镇机关档案人员都是由党委秘书兼任，由于

乡镇党委秘书都是身兼数职，根本抽不出较大的精力收集、整理、保

管档案，更谈不土时乡镇直单位和农村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再

说，档案工作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长期工作，必须有个管理机构和专

门人员。我们的想法向县领导汇报后，领导非常重视，县编委会专题

研究，由县编委发文，决定在各乡镇建立档案管理站，设站长和档案员

各一人，管理站为股级事业单位，设立单独的办公室，统一制作了站牌

和印章。成为我区第一个由编委发文成立乡（镇）档案管理机构的县。



滨州地区

单位名称惠民县档案局

乡镇机关各行政村都确定了分管领导和档案员，自上而下，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管理网络。为业务工作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三、搞好试点，总结经验，进刊多全面展开工作。农村档案工作，
七十年代虽然搞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延续下来。随着农村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档案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为使
农村档案工作搞得全面合理，我们首先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村深入调
查，作为建档试点。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惠民县村级档案管理暂
行办法》、《村级档案归档范围》、《行政村档案整理办法》、《朽
政村档案保管期限表》、《行政村档案实体分类方案》、《行政村档
案工作制度》等各种方法和规定，发至各乡镇和村庄。各乡镇抽调了
责任心强，文化索质较高的五至七人档案工作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
培训，到试点单位参观学习后，分赴到各村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三年
的努力，全县珍66个行政村，村村建档，建档率达到了100％。

四、因地制宜，常抓不懈。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村的条件差
异较大，多数村庄没有办公场所，档案整起来了，只好放在农户家里
有些村还没有单独的档案橱具，对档案的安全不利，以村为单位构置
橱具又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因此，我右1采取了以办事处为单位集中
保管的措施，有效地缓解了存放矛盾。再者，档案是一项连续幽是强
的工作，绝不能一阵风或虎头蛇尾。所以，我们在每年的麦收之前一个
来月的时间，都集中力量抓农村档案的立卷归档和村民档案的续填。

五、发挥监督职能，坚持以法治档。在搞好业务指导的同时，我
们还注意发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对农村档案每年都不定
期地进行检查，对好的进行表扬，对差的通报批评，对存在的问题限
期改正，发现违反《档案法》的现象以法制裁。因而，增强了全社苍
的法制观念，农村档案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建设轨道。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县乡村档案工作克服了不少困难，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与先进的兄弟县市相比，还有
一定的差距。我们有决合、有信心，再接再励，使我县的农村档案工
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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