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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全国高考结束了。今天，高三考生们终于可

以卸下包袱，放飞自我，提前进入暑假的节奏。

回首十年寒窗苦读，相信每个人都有着很多难忘的回忆。凑

巧的是，今天也是6月9日“国际档案日”。作为城市历史和民间记

忆的保护收藏单位，县档案馆里也藏着许多与高考有关的宝贝。

档案馆工作人员向笔者展示了 1961 年淳安中学高三毕

业班的一张珍贵的合影（右图）。笔者有幸联系上了合影中的

一位同学。如今，他已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说起那会儿的

高考，邵老先生连连感叹：现在的孩子幸福呀！人人可以去

考，录取比例又这么高！他们那个年代，高考可是少数几个优

秀学生才有的“特权”呢！

我们收藏了一座城的记忆
今起，县档案馆开展“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主题宣传活动

胡月华 方青

一张56年前的毕业照
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淳安中学

创建于1929年，时称淳安县立省级中学。解

放后，学校的一些档案陆陆续续移交到了县

档案馆了。

1950年，淳安县立省级中学定名为淳安

县初级中学。1956 年设高中部，改名为“浙

江省淳安中学”。1981 年，被批准确定为浙

江省第二批重点中学。1983年秋，淳安中学

拆分为淳安中学和淳安县第二中学。

这张毕业照，邵老先生家中也有一张一

样的。他告诉笔者：“我们那会儿高考好像是

在8月，具体几号不记得了。但参加高考的只

有成绩比较优秀的才有机会，大部分人只能回

家务农或者待业。当时高考的科目有语文、数

学、物理、俄语等科目，俄语和英语是选考的。”

在那个大学生还很罕有的年代，能读到

高中毕业，已经是高学历了。

28年的老档案人:
干我们这行，要耐得住寂寞

一个城市的秘密，都藏在档案馆浩如烟

海的各种材料之中。

自 2013 年起，国家档案局决定把每年 6

月9日“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

动日。为广泛宣传档案工作在服务中心工

作、服务民生、服务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今天县档案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档案

——我们共同的记忆”为主题的“6.9 国际档

案日”宣传活动。

江宣之，1989年开始从事档案搜集整理工

作，至今已有28年。他说，档案工作者是辛苦

的，一辈子与旧纸堆打交道，需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清贫，不计名利。但档案工作者又是幸运

的，像司马迁一样，从浩繁的历史典籍中汲取养

料，编纂史料，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周总理曾说，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

一辈子。我记住了，并且一直这样做着。档

案，用不到时是一堆废纸，用得着的时候就是

一根救命稻草，所以千万不能忽视任何一张

纸、一张照片或一件不起眼的实物。我干了

这么多年，每每见到来馆查档者查不到想要

的信息时那失望的眼神，心中总是会有些沉

重和无奈。”江宣之说。

江宣之说，自己从业 28 年，记忆最深刻

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那是1966年，正值文革动荡时期，

为防止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档案馆，我们的两位

同志连夜用船秘密将重要档案转移到新安江水

库中的一个无名小岛上，风餐露宿坚守了整整一

个月。最终，这批珍贵的档案安然无恙。”

“另一件难忘的是 2006 年下半年，一向

平静的档案馆突然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

查档。我和馆内所有同事每天要接待三四百

人，中午不休息，双休日加班，每天还要维护

正常秩序。一个多月下来，大家都筋疲力尽，

嗓子嘶哑。当年建水库，多少淳安人不得不

远离家乡，移民们的档案，一直是我们非常重

视的工作。”江宣之回忆道。

档案数字化
建成7个档案专题数据库

江宣之说，如今老百姓的社会档案意识

越来越强，知道了档案的重要性,一有事情就

跑到档案馆查找原始凭证。这其中，档案数

字化的建立，帮上了大忙。

据了解，淳安县数字档案馆项目于2011

年启动建设，总投入约382万元，建立了以数

字档案馆为核心的局域网及覆盖全县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乡镇以及行政村的档案政务

外网，开发了数字档案馆综合管理系统、数字

档案室系统、档案登记备份系统，实现了档案

保管安全、管理规范、利用高效。“十二五”期

间，已完成馆藏档案条目著录约200万条、馆

藏档案数字化加工约800万页，建立了婚姻、

户口迁移、山林延包、移民、二轮土地承包、精

简下放、土地房产证等7个档案专题数据库。

老百姓如今只需轻轻一点鼠标，将所需

要的检索条件输入数字档案馆系统，几秒钟

内要查找的档案就会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

“十二五”期间，县档案馆共接待社会各

界查档 28705 人次，提供档案 42618 卷（件）

次，复印并出具档案证明49222份（页），在落

实精简下放政策、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百姓合

法权益、编史修志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县档案馆还积极开发馆藏档案信

息资源，与县政协文史委联合编纂《千岛湖书

画拾粹》，将珍藏在深宫大院内的书画作品向

社会展示。开展方言建档工作，选取青溪、威

坪、遂安、临岐、梓桐、排岭及新安江船上话共

7种方言，确定发音人，制作录音光盘。

档案管理手段已经从传统的手工管理转

变为电子化、信息化管理，档案工作正经历着

一场深刻的变革。

新档案馆预计7月启用
将创建国家级数字档案馆

如今，被更多老百姓熟知和接受的县档

案工作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三次造新馆，一

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气派。

位于新安东路（信用联社总社北旁边）的

新档案馆已经落成，面朝千岛湖，环境优雅，

绝对是求知、寻史、教育、休闲的一个好去

处。预计7月正式启用。

新档案馆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共 7 层。

其中三楼为 400 平方米的查阅大厅，宽敞明

亮，能同时容纳100多人查阅，还专门设置了

电子查档室、现行文件中心。大厅周围布置

了淳安历史文化展览，争取在“十三五”期间，

新档案馆创建成为“国家级数字档案馆”。1958年，新安江水库移民搬迁的景况

1961年淳安中学毕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