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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做法
管用结合 / 点面兼顾 / 广深统一



1 基本做法
法

一、管用结合

   为激发全员同志的工作热情、加深对档案工作的认识，我们实行了全员编研
制度，要求领导带头，每一位同志都参加编研。如我们在年鉴的编写、在系列
历史人物的撰写、在校史校志的编撰等专题性任务中，都实行集体攻坚作战。

将管理人员和利用人员相结合，从事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

年鉴编写 人物撰写 校史编纂 兰台研究



1 基本做法
法



1 基本做法
做法

二、点面兼顾
·以档案馆为点，以全校各单位、全省、全国为面，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



1 基本做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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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统一

·在对一般性档案资源进行
挖掘的同时，有针对性的进
行深度开发。

对校长的专题研究

对大学精神的探讨

对学校某一段历史的研究

对大学理念的探讨

 05 对研究生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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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深统一



2    取得成果

原始编研 / 基础编研 / 深度编研



2 取得成果

主编

著作

参编

《武汉大学年鉴（2008、2009、2010、 2011、
   2012、2013、2014、2015、2016）》
《永远的怀念—“六一”惨案60周年纪念图册》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
《武汉大学历史探究（第一辑）》
《大学文化与档案建设》《珞珈兰台文集》
《武汉大学工会史》《武汉大学早期建筑》
《流风甚美—武汉大学文化研究》
《高校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
《珞珈风云—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
《武汉大学历史人物选录》《武汉大学故事》
《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图史》
《中南高校历史发展沿革概览》
《中南高校档案馆建设概览》
《武汉大学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史》
《高校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史》
《武汉大学史话》
《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史》
《武汉大学工会史》
《武汉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
《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
《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
  长王星拱》

《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
  年纪念文集》 
《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果概览（第一、 
  第二分册）》
《湖北省教育志》
《湖北年鉴（2015）》
《武汉大学文化研究》
《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
《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
  年纪念图集》
《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组织史资料》
《武汉大学测绘学科五十年（1956-2006）》

 45本作品



2 取得成果



一 原始编研
对档案资料的整理汇编

《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
讲录》

《烽火西迁路 —— 武汉大学
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图集》

《湖北省立医学院抗战
时期损失情况调研报告》

《王世杰校长档案资料选编》

《学部委员夏坚白》

《永远的怀念 —— “六一”
惨案 60 周年纪念图册》

《烽火西迁路 —— 武
汉大学西迁七十周年纪

念图集》

《梁猷光校友档案
材料选编》

《武汉大学校史馆简介》

《国立武汉大学抗日
战争时期人员伤亡及
财产损失调查报告》

2 取得成果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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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 取得成果
成果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 《武汉大学测绘学科五十年》

《武汉大学历史人物选录》 《武汉大学图史》

《资深院士王之卓》 《测绘院士风采录》

《珞珈兰台文集（第一辑）》 《大学文化与档案建设》

二 基础编研
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基础性的编研工
作



2 取得成果
成果



2 取得成果
果三  深度编研

针对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考证，学校的办学成就、办学经验的总
结，以及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的深层次研究等，开展深度编研。

校长办学理念

学科建设的发展历史

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特色

 科学研究的特点与贡献

 社会服务的方式与绩效

 国际交流的源与流

 教师评聘的经验

 管理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文化育人的优与劣

 校园建设中的风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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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3    认识感悟
理念先行 / 改变观念 / 提高能力



3 认识感悟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着行动。目前，高校的档案工作急需改变现有工作理念。现在的
工作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管用分离，以管为主。这一模式是历史形成的。

现有高校档案工作模式

       档案的管用结合在中国古代已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古人在注重档案管理的同时，也重视档案文
化产品的开发。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主要是通过开发出来的档案文化产品来证明。《尚书》是我
国第一部档案文献汇编，司马迁的《史记》是档案文化中的精品，二十五史、《四库全书》等都是
利用档案编撰出来的成果。

历史上的“管用结合”

一、理念先行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档案馆要改变档案工作的理念。应该从管用分离、以管为主的模式向管
用结合、以用为主的模式转变。应该利用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加强加大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

“管用分离、以管为主”向“管用结合、以用为主”的转变



3 认识感悟

二、转变观念

目前档案馆存在重管轻用的现象。

档案馆被认为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服务于政府机关。
因此，地点、设施、人员、形象、气质等都是行政式的。
管理大于服务、严肃大于亲切、神秘大于方便、保密大于
开放。于是，公众敬而远之，认为到档案馆不是享受服务、
而是接受管理。

虽然这些现象目前大为改观，但服务民生的观念还需要加
强。



不断求知

学习中外历史、中国
文献编纂学、文书学
等方面的知识

3 认识感悟

三、提高能力
开发档案文化资源，人才是关键。

要对现有人才进行转型，要将原来习惯于对档案的管理向对档案的利用转变。

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
档案材料进行练习，在
熟悉档案材料的基础上，
由浅入深地开展档案文
化资源的挖掘

勤加练习



感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