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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档寨网站信息服务建设拔展的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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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非关系型数据库的灰数据档寨资源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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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档案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口辽宁医学院李光睿董玉宽

摘要环境保护档案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保护活动的信息记录，在现代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城市建设和环

境保护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改善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提高档案利用水平，可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环境保护档案生态城市作用 管理 中图分类号G271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2—5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各种环境问题的相继显

现，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也大

力倡导建设人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环境保护档案

是环境管理与监测活动中的直接记录，是环保工作的基础，为生

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提供真实的历史依据和参考数据。环境保护

档案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环境保护档案的内涵与类别

环境保护档案是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直属单位

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

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其形成过程有着科学

性、复杂性的特点。必须是经由有资质的国家环保部门出具形成的

原始技术材料才具有档案留存、利用的价值和法律效力Ⅲ。

根据《中国档案分类法一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将环境保护
档案细分为九个基本类目，其序列是：(1)SAl．环境管理。环境保护

立法执法、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境监理、环境行政

处罚复议和诉讼、环境规划计划、环境信息管理、环境宣传与教育

大程度提高了档案的利用效率，为人类利用档案提供了很大的便 措施，预防技术犯罪，窃取机密信息。在高度警惕下维护档案的安

利。信息文明下，档案载体发生变化，从较单一的载体开始向多元 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身安全，不要在不经意间泄露档案信息。维护

化载体转变，磁带、录音、硬盘、缩微胶卷等，这些载体的识别需要 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档案作为一个国家

依靠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网络化多媒体等。这些都需要信 机构社会组织实践发展的历史真实记录，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针

息技术作为支撑，档案载体识别开始向机读转化。档案工作的实 政策的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因此，档案工作要秉承

际管理中，对档案信息的获取、传递、存储、利用等方面的实际管 “为党管档”的宗旨和使命，维护档案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理中，也越来越多地依靠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必将是 当然，档案工作包含许多方面，但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

未来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积极利 进步，档案工作应顺应时代发展变化，不断辞旧迎新，开拓进取。

用高新技术管理档案，为人类文明发展服务。 但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安全，要做到

2．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档案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是 “三好”，管理好、利用好、维护好，这样才能做到档案的管用结合。

推动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档案工作不仅仅是保管档案中 在传统档案工作实践中吸取经验应用于信息文明时代，为信息文

的信息同时还承担着信息资源开发的重要使命。在档案工作管理中 明下档案工作提出新思路、新方法，不断创新，应用实践。

必须高度重视对档案中记载的信息资源的开发，这样才能在总结经 “信息文明是一种能力，即信息能力，指人类发现信息、利用

验的基础上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决定。然而，信息资源并不像物质资 信息以服务于自身各项社会实践和个人生活的能力。信息文明是

源那样可以直接对日常生产生活发挥作用。档案作为信息资源的一 一种状态，即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

种，其蕴含的信息必须借助不同的载体表现出来。例如，在古代物质 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实践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贡献

文明发展不完善时期，人们主要依靠EI耳相传的方式传递信息，后 程度”口120-21。信息文明是个大环境、大背景，是整个时代的视域，档

转换成结绳记事的方式，因此形成了口述档案和结绳档案。后来由 案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该如何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变，才能更有前

于文字和造纸术的发明，人类信息记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 途与活力，这是学术界值得探究的话题。面对这样开放发达的时

有了纸质档案实体，档案管理工作逐步发展起来。时至今日，出现了 代背景，档案工作应该勇于面对信息文明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与

许多档案信息资源记载的新载体，如光盘、胶片、磁带等，正是因为 挑战，不但要有序化地管理好档案，还要充分挖掘档案中的信息

这些载体的记载，后世人在研究历史，展望未来时才会有据可查，有 价值，为社会实践服务。档案工作应全方位、多领域、广实践地寻

证可考。档案中记载的信息资源，是人类实践的智慧结晶，具有不可 找自我创新点和突破点，迎接新的春天。

估量的价值。无论档案载体如何发生李华，对档案中所记载的信息 未耄意冀，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冲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
资源开发和利用是档案工作者的终身使命。 『2t-1J刘萌．档案工作与知识经济论[m】冲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3．信息文明下档案安全的维护。档案工作不但要完整安全地保望篓要势篙妻啤鬟誉鬈艾窆；戮篓蠢豸!曼碧智1‘慧螽羹器敦；蹯华客案
管好档案，同时还要做到按国家档案法律规章办事，严格遵守规章耋斐薨囊蓑竿簇：；}藿夏凳毳鬈舁箬鬻；譬擎j3年B譬辱麓慧斋鑫藿畏裳
制度。同时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档案数字化过程中要做好防护安全 ★作者刘谦谦为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倪丽娟为黑龙江大学教授。

173清朝满文档案中“乌什事件”考证⋯⋯⋯⋯一王 为 178商朔晒咎蝴经济锻晦呸乏陂j咎措施初探⋯燕 煦 陆 明

174约E书搴勖的废除对汉代档案事业的影响⋯史向云胡金凤 180汉唐间的户籍档案变迁略论一⋯⋯⋯⋯⋯吴雯
176“文景”史话下汉文帝前期奠基统治策略探析一⋯鞠晓英 182苏轼梆f勤所体现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张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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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中央政府在大都设立宣政院，以管辖“吐蕃之境”。宣政院在今两藏地区设立宣慰司，

宣慰司下又设有万户府、招讨司等。元朝至正22年(1362)，妥欢帖睦耳皇帝的圣旨委任云丹

坚赞为察翁格奔不(一译察瓦岗、奔不，相当于今左贡、芒康、巴塘一带)招讨司的招讨使。圣旨

以八思巴文写成。内容系妥欢帖睦尔皇帝宣谕西藏各地僧俗官员、百姓：委任云丹坚赞为察翁

格奔不地方招讨司的招讨使，以监督完成一切差发、站户、军户地税、商税的征收等诸项事宜。

文字、图片宙辽宁省档紊馆编研展览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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