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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才能稳步、健康、高效地推进人事档案

信息化建设。
2.加强人事档案信息化人才建设。人事

档案人员必须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熟练地应

用计算机进行人事档案信息现代化的管理

和应用。所以，人事部门不但要配备计算机

专业人才，还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人事档案

管理人员的在职培训工作，使他们的知识结

构及业务水平适应人事档案信息化建设和

发展的需要，优化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队伍

整体结构，为创建人事档案信息化工作新模

式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对单位的人事档案进行信息化管理是

当前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单位要

重视其人事档案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

一个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总体规划，并不

断提高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人员的素质，不

断提高工作效率，适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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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
□ 新民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高 影

城建档案，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

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城建档案是记载城

市建设发展变迁历史的载体，是一座城市变

迁的记忆。每一页档案、每一张照片、每一段

录像，都包容着城市建设的片段，印显着城

市发展的足迹，留存着城市变迁的记忆。
城建档案馆是一个储存城市记忆、讲述城市

建设历史故事、展示城市发展变化轨迹的地

方。2007 年新民市提出了“建设新新民冲刺

百强县”这一宏伟目标，新民市的城市建设

步伐发生了质的飞越。新民市城建档案馆抓

住这一发展机遇，创新服务，立足于“让城市

记忆更清晰，城市形象更靓丽”这个宗旨，不

断探索城建档案馆多功能建设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掘城建档案工作内涵，拓展城建档案

工作外延，使城建档案馆的社会功能不断完

善，城建档案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创新服

务：让城市记忆更清晰。
谋划全局，服务程序创新，前瞻性记忆。

城市记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可

持续、不断发展的过程，为了保证城市记忆

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准确性,我们一改以前

的“坐等接收、事后接收”，变为“全局统筹，

持续性、前瞻性发展”来指导工作。做到有远

见———不断加强交流，深入了解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的重点工作，准确把握城市发展

的趋势，加强与建设局和规划局的联系，参

加每年的建设工作会议及建设、规划领域的

各项重大活动，对城市规划、建设心中有数。
做到有预见———每年年初就主动与重点项

目办衔接，了解一年的城建工作计划，及时

与各工程指挥部联系，共同协商工程档案工

作计划，将档案的监督指导工作提前。这样，

每项工程破土动工之前，城建档案工作就部

署到位了，城建档案工作不再是跟在城市建

设的后面，“看摊守业”，而是有了“前瞻性头

脑”，想在了城市规划的前面，做在了城市建

设的前面，走在了城市发展的前面。
落实责任，维护记忆真实。为了使城建

档案内容更加真实，档案编制更加规范，以

维护城市记忆的真实，我们按照《沈阳市城

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对建设工程档案实施

监督、指导和咨询服务工作，对重点工程项

目档案业务指导、收集工作实行专人负责

制，把项目工程档案指导分配到人，要求责

任人员对每项工程制定具体的工程档案编

制服务计划，并严格按计划落实；对一般工

业与民用建设工程规定基础、主体、预验收

这三个环节，每个环节不少于一次服务;市

政基础设施、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定位放线、
大型管线隐蔽、竣工数据测量这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不少于一次服务;重点工程项目指

派专人常驻重点工程项目指挥部，随时进行

服务。馆内实行每月综合考核和年度责任目

标管理，将下基层业务指导次数、档案接收

数量与质量实行量化打分，绩效挂钩，使工

程档案工作责任落到实处。这样，确保了城

建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保证了记忆真实。
声像档案，留存记忆变迁。城市的成长总是

一边创造，一边拆迁，不断的改造和扩大，曾

经的老街、旧房……现如今只能通过查看照

片档案和录像资料来寻找城市的记忆。对建

设工程实行全程跟踪，点滴记录，通过不同

侧面，不同时空，多载体、多方式记录，构建

起城市记忆的链条，环环相扣，生动活泼。对

每一项工程，我们要在工程动工之前拍摄完

成旧貌、建设之中、竣工之时都要对其进行

跟踪，记录其成长过程。城市中重要地段，要

经常进行定点、定期的拍摄全景及特写，记

录城市建设发展波澜壮阔的画面。丰富和完

善城建档案馆藏，拓展城市建设档案记录载

体，真实、直观地反映城市建设发展轨迹，记

录城市建设历史，见证城市原始风貌变迁，

展现城市的活力、文化及历史内涵，为城市

发展的实践活动留下真实记忆。

不畏艰难，填补记忆空白。城建档案工

作是十分复杂的，有时也是非常困难的。
“重建设、轻档案”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工

程“档案历史欠账”很多，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多年仍未移交档案资料。特别是地下管线工

程，只管建不移交。给排水、排污、通讯、电
力、供热、供气等基础设施安置到地下，形成

了密如蛛网的地下管线，成为城市的血管和

神经。管理好、建设好一座城市必须有完整、
准确的地下管线档案资料。2006 年我馆借

建设部《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实施，开展了地下管线档案接收工作，工作

人员不辞辛劳到各个管线产权单位催其向

城建档案馆移交地下管线档案，通过地下管

线档案的接收，填补了城市记忆的空白，为

城市记忆梳理出完整而清晰的脉络。
开发档案信息，展现城市变迁，为城市

建设服务。城建档案馆不仅要将城市发展的

变迁真实、完整、清晰地记录下来，还要不断

利用馆藏档案来开发档案信息，将馆藏档案

的“静态”信息转化为“动态”信息，提供给利

用者利用，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实现档案

的价值，以达到充分利用这些信息为城市建

设发展服务，宣传城市建设巨大成就，塑造

和展示城市的靓丽形象。
我馆充分利用馆藏照片档案，编辑并制

作出《城建发展足迹》在新民市主要的商业

中心进行展览，让市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新

民城区的发展足迹。2011 年新民市政府为

创建“生态城”请专业的影视公司编辑专题

片，我馆积极为“生态城”专题片提供馆藏照

片和录像资料，丰富了专题片的内容，通过

新旧对比，让“生态城”评审专家清晰地看到

了新民生态建设的新旧变化。
总之，城建档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城

市发展息息相关，城建档案馆是城市建设的

信息库，城建档案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真实

写照，城建档案记录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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