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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在中国四大香型白酒行业中
，

具有 ���年历史

的
“
庐州老窖

”
是浓香型酒的典型代表

�

自�引�年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国际名酒金奖以来
，

沪州

老窖已荣获十二枚国际奖牌
、

国家名酒
、

金奖五连

冠和数十项部
、

省级奖章 �杯�及证书
。

在沪州老

窖酒厂的档案室里
，
我们看到了这些颇具含金盆的

奖杯和奖牌
，

聆听着档案员王章华和厂办主任陈平

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
，
不能不感叹

�

企业要生存
、

要发展
，

万万离不开档案
。

相对于 ���年的酒厂历史来说
，

档案管理制度

的建立健全自然显得短了不少
，

但说短
，

却已有 ��

多年的历程了
。

对经历着这一历程的档案工作人员

来说
，

最难忘怀的
，

也许得数 �� 年代初了
。

沪州是
“
文革

”
时期四川武斗的

“
主战场

” ，

而

件立于沱江桥头的酒厂大楼更是
“
斗士们

”
的制高

点
。

为了确保档案安全
，

当时的档案人员在危急性

命之时把档案装进麻袋秘密转移到一个郊区仓库

藏起来
，

这一藏就是 �� 余年
。

�� 年代初
，

这些早

已成为老鼠做窝材料的档案被运回厂档案室堆了

满满一屋子
。

为了抢救档案
，

酒厂领导马上拨专款
，

抽出 �人进行突击修复和保护
。

整整一年过去了
，

原来
“

体无完肤
”
的破损档案变成了一卷卷让人爱

不释手的案卷排列上架了
。

从那以后
，

酒厂的领导

们开始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

制定了档案两级管

理的暂行规定和分级档案管理范围
，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健全
、

完善和制订了有关科技档案
、

文书档

案和会计档案的管理制度及办法
。

这些办法和措

施
，

保证了酒厂档案工作在较长时期以来得以顺利

开展
。

在酒厂
，

最高决策者们对档案有他们自己的看

法
�

商品市场如战场
，

机遇与挑战同在
，
面对来自

方方面面的挑战和市场需求信息的瞬息万变
，

一个

企业在管理上不知己
�

在经营上不知彼
，

不了解竞

争对手和自身的竞争能力
，

就难于作出最佳决择
，

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
。

而档案在竞争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

酒的开发创新
，

在有的人看来似乎已是穷途末

路
，

招数殆尽
�

面对着档案室送来的一本本反映自

身销售经营情况和同行业生产情况的资料
，

沪州老

窖的决策者们敏锐地捕捉到
�

高档名酒将大有市

场
。

于是
，
他们带领科技人员查阅大�档案资料

，

摸清了
“
家底

” ，
思路在查档中豁然开朗

，

他们不

再恍惚
，
不再犹豫

，
对再创新产品有了十足信心和

绝对把握
。

之后不久
，

采用 相�年窖池发酵生香
、

传统工艺精心酿制的国内最高档名酒
、

年产仅

�。 。�瓶的
“
金爵士

”
超豪华型庐州老窖特曲酒问

世
。

新产品一投放市场
，

便让同行大吃一惊
，
消费

者喜上眉梢
，

一时成为抢手货
。

具有远见卓识的企

业家们相信了档案的神奇功效
。

的确
，

一个新思想

的形成
，

一个新产品的间世
，

倘若没有广征博引
、

科学分析
，

没有档案作为
“
眼睛

”
和

“
神经

” ，

要

想魔得市场旅得顾客
，
是不可想象的

�

陈平
，

酒厂厂办主任
，

这是我在酒厂采访时接

触的一个重要人物
。

之所以被视为
“
重要人物

” ，
是

因为在不少情况下
，

酒厂最高决策层对于企业档案

工作的指示与意见往往通过他得以贯彻落实和上

下沟通
�

酒厂最高决策层不可能事无巨细一把抓
，

于是决定了他在
“
上情下达

”
和

“
上情落实

”
中成

为重要角色的地位
。

在此位置上呆了�� 多年月
，
他

对酒厂领导给予档案工作的关心和重视感触尤深
，

如他告诉我
�

厂领导们每次外出开会或出国考察
，

宁愿将贵重行李托运
，
也要将档案资料随身携带

。

资料一经带回
，

就马上转交档案室管理
�

酒厂决策

层强烈的档案意识
，
对基层的许多成员是一种有力

的感召
。

现在
，

酒厂的人们已习惯于将形成的文字

材料文档案室保管
，
而外出开会回来的人们也总是

将应归档的材料交档案室
�

讲到这里
，

陈主任不由

感慨地说
，

我们酒厂的档案工作能够为企业的生产

发展助一臂之力
，

这是与厂领导们的重视和支持分

不开的
。

·
��

·



“
我们为九亿农民搞试验

夕夕
旦

—未完的双流县清泰村建档报告

“
双流县清泰村最近咋啦�

”

，’
双 流县 清泰村档 案 整端

了�”

四川省电台播送
， 《成都晚

报 》 报道
， 《档案文荟 》 登稿

，

川

大档案教授视察
， 《四川档案》 记

者采访
，

国家档案局 《档案工作》

杂志大版宣传
。

清泰村档案一时成为人们谈

论的话题
。

清泰村档案引起社会有识之

士的关注
。

话题中蕴藏着盼望
，

关注中

孕育着期待
。

盼望和期待清泰村

人尽早把建档的成果奉献
。

春去夏来
，

秋尽冬临
，

清泰村

建档 ��� 多天悄然过去了
。

现在

已是金色的收获季节
。

可以说
，

他

们踏泥泞
，

砍荆棘
，

爬陡坡
，

走别

人没有走过的路
，
已建起了有自

己特色的村社档案
。

据统计
，

到目

酒厂最高决策层对企业档案管理的远见卓识

不仅给企业带来了良性的效应
，

也同样带来了可观

的效益
。

�� 年代末期
，

市场疲软之时
，

酒厂也和其

它企业一样陷入三角债的苦恼之中
，

为了追回货

款
，

档案室全力配合
，

为企业清债工作提供了有力

佐证
，

解决了多项悬而未决的陈年老账
，

追回现金

十几万元
。

而凭借档案清理房产
，

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则是酒厂档案发挥的又一重要作用
�

现今的酒厂

是由解放前的 �� 家私营槽房合并而成的
，

其房产

分布十分零碎
、

散乱
，

随着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
，

房产纠纷越来越频繁
，

酒厂依据档案室保存的完整

房契档案化解纠纷
，

减少了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

由于酒厂档案的出色管理和在酒厂各项工作中所

起到的积极作用
，

使档案工作在酒厂上下树立了崭

新形象
。

说到酒厂档案工作对生产发展的突出贡献
，

我

们不能不提到专职档案员王章华
。

酒厂的档案工作

是和王章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

王章华现在是酒厂档案室副主任
，

酒厂机关第

三党支部书记
。

�� 岁的她已有 �� 年的档案工作经

历
，

人生一半的时间奉献给了档案事业
。
���� 年

，

她刚从中专毕业分配到酒厂时
，

档案工作在酒厂还

仅限于打捆收藏阶段
，
要开展起来有相当难度

，
但

她把厂领导交给的这份工作升华为一种事业了
，

那

样虔诚
，

那样憧僚
，

那样投入
，
以至于把自己当作

一部机器运转起来
。

她把庐州市档案局视为自己工

作起步的拐仗
�

虚心向档案局的同志学习专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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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较快地举握了企业档案工作的基本功
�

�� 年过

去了
，

其间
，
王章华多次放弃了提级的机会

，

一心

扑在档案事业上
。

在她的努力下
，
酒厂的档案工作

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

有了一支稳定的

专兼职档案员队伍
。

在考证酒厂 ���年历史的工作

中
，

王章华凭着自己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的丰富经验

和对酒厂
、

对档案工作的钟爱
，

同本室人员一起走

家串户
，

到酿酒世家去佩酒
，

与百岁老人一起追朔

过去的史证
，
为此她跑细了腿

，

说破了嘴
，

发动群

众搞调查
，

找线索
，

再根据这些人证
，

物证形成文

字
，

把酒厂 ��� 年历史的演变线索有理有据地反映

出来
。

因此
，

可以说酒厂 ��� 年历史结论的公认
，

王章华和她的档案立下了汗马功劳
。

平凡的认真
，

零碎的积累
，

向人�’�展示了一种
生活态度

，

一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

在酒厂职工

们的眼里
，
王章华是一个朴实而勤奋的人

，

他们年

年都要把她推上
“
先进工作者

”
的光荣榜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酒厂领导的有力支持和档案

管理人员的辛勤劳作
，
确立了档案工作在酒厂的重

要地位
，

也使得酒厂档案工作多年来一直走在沪州

市档案工作的前列
，

连年被评为沪州市档案管理先

进集体
。

自 ����年首批获得省级先进企业档案管

理称号以来
，

酒厂的档案工作在近年内又有了更大

的进步
，

作为庐州市档案局选定的
“
四个一

”
的试

点单位之一
，

沪州老窖酒厂的决策者们决心围绕加

强档案管理工作做文章
，

努力使酒厂的档案工作再

上新台阶
，

再创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