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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展现全貌1

沪苏浙皖四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交往由来已久。在上海档案馆新馆的“城

市记忆 时光珍藏——上海市档案馆藏珍

档陈列”主题展里，汇聚460万卷（件）馆藏

档案中甄选近千件展品，在这部“近代上

海城市发展简史”中，长三角三省一市的

联动早已有迹可循。

一张1934年的《上海市民籍贯比较

图》颇为醒目，显示了上海作为一座海纳

百川的移民城市，90多年前已吸引来自全

国各地的人们工作和生活，人口数量排名

前四的籍贯，依次为江苏、上海、浙江和安

徽，正是如今的长三角。

另一份档案《关于抓紧小三线生产建

设工作的通知》，则记录着上世纪60年代

起上海在安徽和浙江支援小三线建设的

历史往事。当时的小三线建设，不仅是技

术层面的支援，还使沪浙皖地区的思想文

化、生活习惯、医疗教育等各领域都有了

深入的交流融合。

“从这些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渊源。”作为策展团队的成员之一，上海市

档案馆利用服务部的胡劼参与了展览大纲

的撰写、布展以及讲解，对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板块的展品如数家珍。

在这一板块，策展团队特地选择了一

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

域项目水务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这份

由上海市水务局会同苏州市水务局联合

审批的001号文件，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示范区跨域审批协商机制的“开先河

之作”，为示范区后续项目审批、监管、验

收探索出一条新路。因这份文件而生的

元荡桥，将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两地通勤

时间从40分钟车程缩减至5分钟，也已成

为网红打卡点。

“展区还有一张照片值得一提，是由

新民晚报记者拍摄的——南通西站发出

首列至上海的动车驶上沪苏通长江公铁

大桥。”胡劼说，沪苏通铁路开通运营后，

上海至南通的旅行时间由原来3.5小时

压缩至1小时6分钟，大大缩短了上海与

南通及苏北地区的时空距离，极大便利

了沿线群众出行，“当我介绍这两件展品

时，观众们特别是来自长三角的观众都切

身感受到长三角区域‘幸福圈’中的便利

共享”。

联动贯穿百年2

异地查档便捷3
婚姻档案、知青档案、独生子女档

案……一生中会有多种档案，它关系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上海，汇聚了苏浙皖

三省人才，由此也产生了频繁的民生档案

跨省利用需求。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沪苏浙皖档案部门按下了合作交流

的“快进键”。2018年3月，上海市档案局

牵头与苏浙皖档案部门共同签订《长三角

地区开展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

工作合作协议》。三省一市档案部门共同

破除壁垒，用户可在区域范围内任何一家

国家综合档案馆跨地域、跨馆际查阅馆藏

民生档案，在全国档案部门首开规模化跨

省工作协调新机制。

2018年9月6日，上海市虹口区档案

馆为温州市民林先生查询到他本人在上

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院学习期间的成绩

单，这是长三角地区完成的第一例民生档

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

“当时林先生为办理移民手续，致电

虹口区档案馆咨询来沪查档有关事项。

在得知‘异地查档’这项服务后，他只需带

上身份证，在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办理异

地查档的申请。虹口区档案馆受理后，便

可及时提供给当事人。”上海市档案局业

务指导处副处长胡正秋介绍。如今，长三

角地区的345家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均可

提供“异地查档”服务。

近年来，“异地查档”的便捷性更加凸

显。上海市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颜

昶介绍，相较于2018年和2019年，长三角

民生档案服务申请的数量，近三年明显增

长，“疫情期间，在沪工作生活的苏浙皖人

无法回家查询民生档案，但通过这个机

制，距离就不是问题”。

目前，上海市20种通办民生档案已全

部纳入“异地查档”服务体系，全部17家综

合档案馆已建成23种分布式标准化目录

数据库，汇聚近2000万条民生类目录数

据，受理点覆盖全市200多家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及分中心，为市民“异地查档”

储备了厚实的档案信息资源基础。至今，

上海一地就已受理了1000多份“异地查

档”申请，利用需求量逐年递增。

“最近，长三角‘异地查档’纳入了长

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民心工程，我们

正在推动实现出生医学证明的长三角‘异

地查档’在线出证、全网通办。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推动越来越多的

长三角地区便民实事，才能真正服务百

姓。”胡正秋说。

170余封家书日记，近200张历史图片，来自长三
角区域70多家档案文博部门珍藏……走进上海市档
案馆新馆，参观“书信家国 尺牍情深——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一封封家书，纸短情长，一
页页笔记，力透纸背，这也是开展沪苏浙皖四地档案

部门再次联动，诉说专属长三角人的家国情怀。
从联手献展到异地查档，将原本四散的记忆

与故事重新拼合，一起在档案的拼图里，回忆长三
角的一个个高光瞬间，追寻地域相近、人文相亲的
情缘。

本报记者

吕倩雯

档案联动“拼”出共同记忆

“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

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

荣的归宿。”这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开

创人之一”严济慈80岁写下的中共预备

党员转正申请书。作为本次展品之一，这

份转正申请书原件来自浙江省东阳市严

济慈陈列馆。

“严济慈的手迹档案能够在展览中完

整展出，离不开浙江和安徽档案部门的支

持。”上海市档案馆利用服务部的方华是

本次联展的策展人之一，参与了大量的文

献档案统筹工作，“通过长三角各地档案

部门齐心协力，把人物的品质、精神呈现

得更加完整、有厚度，对于长三角地区档

案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利用有着非常深

刻的意义。”

“这次展品是以书信为主的手迹档

案。一笔一画地勾勒，整个展览就像一幅

精心描绘的工笔画。”上海市档案馆利用服

务部副主任张姚俊介绍。2021年，长三角

档案部门第一次合作开办“建党百年 初

心如磐——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这

次书信展时间跨度更大，内容也更丰富，

既有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先烈的家书，也

有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优秀共产党员

的家书，其中近八成档案文献为首次在沪

公开。“红色是长三角的共同基因和精神

底色，长三角联展的举办，是用好红色资

源、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举措。”

由于属地化和分级管理，同一个人

物、同一个事件，档案往往藏在不同的档

案部门或者文博部门。张姚俊解释，以

往各馆独立办展时，仅使用自身馆藏资

源，通常无法全面展现某一人物的精神

实质或者事件全貌。“通过跨地区合作，

可有效整合红色资源，进一步升华红色

档案所蕴含的教育意义。长三角联展

就从手迹档案这一独特视角，为我们传

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最好的教

科书。”

在上海市档案馆首展后，展览还将以

巡展的方式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东

路社区、“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部队等机

关、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校园、军营等，

让更多人感受精神力量。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档案部门的布展工作也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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