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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钟山迎朝阳，万里长江添新装。”南京长
江大桥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下关和浦口区桥北之
间，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
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乃至世界
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
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1968 年 9 月 30 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先行通
车；1968 年 12 月 29 日，公路桥竣工通车，南京长
江大桥全线贯通。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被
看作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成就”，称之为“争气桥”。

在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即将到来
之际，3月12日，江苏省档案局与中铁大桥局集团
有限公司在宁举行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合作开发利
用签字仪式，省档案局利用部与武汉中铁大桥局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宣传部有关同志参加了签
字仪式，此举标志着为纪念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
车50周年，相关地、企、馆联合开发利用档案工作
正式拉开序幕。

50岁的南京长江大桥，从建成之日起，就不
断书写着辉煌的传奇，同时也在几代中国人心中
留存着共同的记忆——

20世纪60年代，南京长江大桥以“世界最长
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2014年7月入选不可移动文物；
2016 年 9 月入选“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

产”名录；
2015 年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入选第四批中国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17 年南京长江大桥档案被列入“十三五”

期间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和开发项目储备库；
2018年1月，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

一批名单。
作为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中铁大桥局集

团有限公司前身为1953年4月经政务院批准成立
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至今保管着近千卷南京长
江大桥施工建设档案。江苏省档案局、南京市档
案局和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也分别保管着大量有
关南京长江大桥的各类档案。

用档案发声、以史实说话，在南京长江大桥通
车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向社会开发开放南京长
江大桥档案资源，是“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
务”的必然要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江苏省档案
局拓展开发思路，走政府、企业和出版社合作开发
档案的新路子，江苏省档案局、南京市档案局、南
京城市建设档案馆、南京出版社与武汉中铁大桥
局集团有限公司五方联动，决定启动“南京长江大
桥档案”合作开发利用项目。

大家思想统一，目标一致，都充分认识到利用
南京大桥通车50周年契机，全面、系统收集整理
有关南京长江大桥档案，推出一批南京长江大桥
档案文化精品，真实地还原在上个世纪那个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世界
第一流雄伟大桥的历史壮举，不仅能充分展示时
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让南京长江大桥
的历史记忆重现，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感受到
它的历史，明白它的历史，还能为南京长江大桥档
案进一步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翔实、全面的基础资
料，并使档案得到妥善保护，是一件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大事、好事。

大家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合作协议，并迅即启动
南京长江大桥档案的系统整理、编目及全文数字化，
为下一步编辑出版南京长江大桥档案系列出版物和
推出专题展览等扎实做好相关基础工作。

供稿：江苏省档案局 卢 珊 周云峰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展现周恩来在南京、淮安生活和战斗的经历，弘扬周恩
来心底无私的高尚人格和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风范，3月
9日上午，由江苏省档案局、南京市档案局、南京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南京市博物总馆、淮安市档案局、淮安市淮安区
委区政府等主办，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淮安区档案
局、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承办的《江淮之子——周恩来与南
京、淮安图片史料展》，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周恩来图书馆
开展。

江苏省档案局局长陈向阳，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万
进及南京市、淮安市有关部门领导、主办及承办单位领导及工
作人员，企业、高校、中小学“周恩来班”“邓颖超班”代表、驻宁
媒体记者，约100余人参加了开展仪式。

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中，与淮安和南京这两座城市结下了
深厚的情缘。淮安，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孕育了他坚韧的品格
和高尚的情操；南京，是他运筹帷幄、开拓外交的谈判阵地，留
下了他许多大智大勇的故事和与友人肝胆相照的情怀。对这

两个城市，不管是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周恩来都给予了很
多的关心、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展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周
恩来的高度评价和对周恩来家乡的嘱托，通过南京、淮安两地
的档案史料，展示周恩来在淮安、南京生活工作的情况和他对
家乡的关心与呵护，表达对周恩来的缅怀之情，再现了周总理
的革命历程和光辉人格。

展览命名“江淮之子”：“江”代表长江，指南京；“淮”代表
淮河，指淮安。展览分为“大鸾展翅”“乡梓情深”“南京记忆”

“精神永驻”四个篇章。
“第一章 大鸾展翅”，再现了周恩来生于淮安、长于淮安，

并在这里接受早期的启蒙教育、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立
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1898年3月5日，周恩
来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乳名“大鸾”，字翔
宇。淮安是周恩来的故里。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他接
受了早期的启蒙教育，见闻了劳动人民的艰辛，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熏陶。古城淮安，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
响。1910年春，他离开淮安，赴东北读书，13岁就立下了“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在19岁赴日本留学与朋友作别
时,题字“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第二章 乡梓情深”，反映了周恩来虽远离家乡，却时
刻牵挂着故乡的热土。周恩来 12 岁离开家乡淮安去东北
求学，但他一直没有忘记淮安这块生他养他、哺育他的热
土。无论在他的日记中或是作品里都曾多次出现过“耳所
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和“南望乡关归不得”“同胞兄弟
各东西”等思乡怀旧的词句，其绵绵乡思、悠悠乡情跃然纸
上。建国后，周恩来亲自指挥开挖苏北灌溉总渠这一惠及
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三次接见淮安县领导，十分
关心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表达了对故乡和乡
亲的一片深情。

“第三章 南京记忆”，记述了周恩来为了争取中国持久和
平在南京艰苦卓绝的工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南京的城市
建设和发展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周恩来的一生来过南京6次，
其中既有在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中国持久和平进行的国共南
京谈判，又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给予
的关心和支持等。他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求同存异，在外事
工作中气度不凡、鞠躬尽瘁，给南京人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
忆。

“第四章 精神永驻”，展现了周恩来与世长辞后，南京与

准安两地举行各种活动纪
念人民的好总理的场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
理与世长辞。三天后，首都
百万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
久久伫立在十里长街，默默
地哭送总理的灵车。南京
人民对周恩来有着一种特
殊的深厚感情。从周恩来
总理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
7天内，南京共有2500多个
单位的32万多名群众前来
梅园新村凭吊，60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活动。淮安人民纷
纷涌上街头，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并在周恩来故居设灵堂，
以祭奠人民的好总理。为了纪念周恩来，经党中央批准，在淮
安、南京分别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纪念性建筑，丰富的馆藏文
物，优美的馆区环境，规范的管理服务，使周恩来纪念馆、周恩
来故居、梅园新村纪念馆成为缅怀、纪念周恩来的重要场所，
同时也是江苏省和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旅游
胜地。

此次展览既是弘扬周恩来精神、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
的重要活动，也是贯彻全省档案系统“一盘棋”工作要求、加强
宁淮档案开发利用交流的重要合作项目。展览将在淮安同步
开展，展出时间将持续到4月30日。

展览共展出档案史料图片240余幅，许多有关周恩来总理
的档案资料是首次公开展出。如周恩来总理与南京汽车、化
工及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等方面的珍贵档案资料。建国后，周
恩来于1960年12月21日、1971年6月5日和1972年4月6日，
三次陪同外宾到南京参观考察。他始终关注和重视南京的建
设和发展，其中的几个故事，许多人耳熟能详，至今令人倍感
温暖。

展览中的一幅幅老照片和众多档案史料，揭秘了南京云
锦的前世今生。1956年10月，埃及艺术展在北京举行，周恩
来参观了展览，在看到埃及的织锦时，他询问起我国的锦缎情
况，陪同的张道一把南京云锦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周恩来
紧紧握着张道一的手说：“一定要南京的同志把云锦工艺继承
下来，发扬光大。”1957年12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南

京云锦研究所。从此，南京云锦走上了继承、挖掘、研发的发
展之路，成为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位于大厂的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被誉为中国民族化学工
业的“摇篮”。周恩来生前十分关心这家企业的发展。1956
年，当时的公私合营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南化前身），试制
成功了第一台320公斤/平方厘米高压容器。对这项重大技术
成果，周恩来非常高兴，专门作了批示：“这是我国自己解决高
压设备的开端，对促进化学工业和炼油工业的发展将起到重
大作用。”随后，国务院给南化公司颁发了奖状。两年后，南京
汽车制造厂研发的NJ—130轻型卡车驶下生产线，填补了国
产空白。周恩来闻讯后十分高兴，亲自将轻卡命名为“跃进”
牌。据主办方介绍，这些档案史料原来均藏于企业资料室和
档案库，是首次在社会上公开亮相。

周恩来对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高度关注、非常重视，多
次听取汇报，主持有关会议讨论，并亲自拍板决定有关重大
问题。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中南海
丰泽园的颐年堂，审查修改后的桥头堡模型。周恩来总理第
一个走到模型前，询问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并大声读了修
改说明书，然后请几位副总理发表意见。周总理问大桥局的
负责人：“南京桥上有没有防护的措施？”在得知南京大桥公
路桥已对两侧的防护作了考虑，缘石的设计已提高到 30 厘
米时，周恩来总理连连点头表示满意。周总理指着主堡上层
的平台说：这是一个观看风景的好地方，可以很好地利用。
在审查桥头堡方案的过程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大桥
的美观、实用，到大桥的建筑结构的质量、安全，甚至以后的
观光旅游等等，都一一关心过问。在审查结束时，周恩来总
理强调了三点意见：一、此方案江苏省和南京市有没有意
见？二、铁道部有没有意见？三、是几车道？是否满足了交
通要求？在听了肯定的答复后，周恩来总理继续说：“同意你
们的修改意见。我同意了，由我负责。建筑美化部分不可太
节约，这是百年大计。栏杆要注意设计得牢固些。但基础及
结构质量要你们负责，桥头的四周要绿化好”。周恩来总理
还十分关注大桥建设的进度，对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困难
帮助解决。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周恩来非常高兴，曾
两次陪同罗马尼亚、马耳他外宾来宁访问，两次都参观了南京
长江大桥。

斯人已逝，海棠依旧。最好的怀念，应是不忘周恩来毕生
的心愿，延续周恩来千古垂范的精神品格，从而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

供稿：江苏省档案局 周云峰

“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的重要指示。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重要交汇点。今年两会期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是代表们热
议的话题。

3月14日，江苏省档案局局长陈向阳和上海市、浙江省、安
徽省档案局局长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开展民生档案“异地查档、
便民服务”工作意向性合作协议。此次合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实际举措，将促进长三角三省一市民生档案资源共享、便
民惠民，拓展江苏省档案公共服务范围，成为长三角一体化深
度融合发展拼图中的重要一块，意义深远。

档案工作是一项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的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
工作。别看档案平时相对不太起眼，可一旦用起来，作用不可
低估。它不但可以提供决策依据，助推经济建设，还可以帮助
落实政策待遇，化解矛盾纠纷，为老百姓维护权益发挥实实在
在的作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瓶颈，其
中就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协调机制”等方面协同性、包容
性还存在不足，缺乏更高层面的引导、主导和协调等问题。全
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区长凌屹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
访时就表示，长三角“涉及民生、营商等基础公共服务，还未实
现异地受理、办理和反馈”。在某种程度上说，此次长三角地区
档案局长们的“碰头会”，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即在打
破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壁垒上先行一步，共同签订民生档案

“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工作合作协议，意味着今后长三角地区

的老百姓如果跨省区查档，就跟在自己省内一样
方便，不用再“跨省”跑路了。

签字仪式上，苏浙沪皖三省一市档案局长在
座谈时表示，跨省查档已成为百姓需求，此次合作
打破了区域壁垒，建立了合作机制，是档案工作的
创新举措，也是提升档案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服务
能力的重要契机，将积极运作，加快筹备，做好服
务。大家充分认识到，随着未来长三角一体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群众类似跨
省异地查档的民生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三省一
市档案局长们还期待进一步加大深入合作，在档
案展览、档案资源共享、档案信息化建设等多个领
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此契机推动档案部门
自身发展。

签约仪式后，江苏省档案局召开局务会，研究
合作协议内容在江苏的落实工作。陈向阳指出，
要把推进苏浙沪皖四地民生档案远程查询便民服
务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的实际步骤和创新举措，举全局馆之力做

好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要根据此次苏浙沪皖协作会议
精神，分省内和长三角两个层面，同步加快推进落实相关基础
性工作。在江苏省电子政务外网上建立省市县三级民生档案
服务平台，整合发挥江苏档案信息网的作用，为百姓提供外地
民生档案本地可查询出证服务，让百姓少跑路或不跑路。要同
步谋划服务平台建成后的运营和管理问题，落实专门人员和经
费保障措施，将这项惠及民生的好事做好、做实、做到位，打造
成为江苏档案部门的响亮品牌。

供稿：江苏省档案局 谢微

““江淮之子江淮之子———周恩来与南京—周恩来与南京、、淮安图片史料展淮安图片史料展””开展开展

不朽的名字不朽的名字 温暖的记忆温暖的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充满深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

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并连用“六个杰出楷模”来概括周
恩来的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各界人士参加展览开展仪式

江苏省档案局局长陈向阳（前排右三）与南京市、淮安市
有关领导参观展览。

“周恩来班”学生参加开展仪式

展览现场

苏浙沪皖四省市档案部门聚焦长三角一体化苏浙沪皖四省市档案部门聚焦长三角一体化————

共谱合作新华章共谱合作新华章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周蔚中、江苏省档案局局长陈向阳、浙江省档案局局
长刘芸、安徽省档案局局长黄玉明出席签字仪式。

苏浙沪皖档案部门领导共议推动长三角档案服务率先发
展、一体化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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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胜利通车

江苏省档案局和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
司代表共同签订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开发合作
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