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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血脉 逐梦追光
——中国华电举办红色档案展

一、案例背景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统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服务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集团系统

落到实处，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精

心梳理红色资源，整理编录红色档案，举办了“赓续血脉 逐

梦追光”红色档案展。通过释读史料、复制文献、制作模型

等多种手段赋能红色档案，生动讲述华电人筚路蓝缕、砥砺

前行、爱国奉献的奋斗历程，真实展现华电人不畏艰难、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高风劲节，充分彰显华电人“创新奋进

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激励引导干部职工始终牢记“国之

大者”，践行初心使命，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能源企业不懈奋斗。

二、主要做法

（一）深入调研，挖掘资源

成立工作专班，经过两次全系统内调研统计，一次深入

摸底排查后，初步划定红色档案范围与涵盖内容，对具有重

大意义的红色档案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纵深挖掘、丰富档案

史料。

（二）深挖珍档，精心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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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线索，通过实地调研、查阅资料、对繁体字版

本的早期历史档案文献以及外文材料进行整理、点校等方式，

精选出“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与党同龄的戚墅堰电厂”“中

国首家光学测量仪器工厂”“武昌电厂‘救电网，保武钢’”

等珍贵内容，按照“信达雅”的标准仔细拟制每份材料的题

名、内容摘要。

图 1 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石龙坝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依靠民族资本建设、自

主经营的电站，被称为中国水电站的鼻祖。1912 年 5 月 28 日，在云南昆明螳螂川上，我

国第一座水电站正式发电。石龙坝水电站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

中宣部命名为“中国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被国务院国资委列为“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被工信部列为“国家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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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与党同龄的戚墅堰电厂：1925 年 3 月 16 日《新武进报》震华特刊，介绍震华电厂情

况。1921 年，晚清举人杨廷栋及施肇曾等人在常州戚墅堰镇创办了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

（简称“震华电厂”，即戚墅堰电厂前身)，意在开创中国电机制造先河并兼营电力，以实

现经世济民、振兴中华的初心理想。

图 3 1947 年初夏的东北，佳木斯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少数工业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地

加紧工业生产，支援前线。著名音乐家马可来到佳木斯发电所（华电能源佳木斯热电厂前

身），被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感染，创作出鼓舞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典之作《咱们工

人有力量》。右图为当时马可使用的曲谱夹。

（三）精选素材，谋篇布局

在拟展出档案内容的基础上，以时间为主线，最终确定

“民族之光”“电力新篇”“向史而新”“璀璨十年”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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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的布展格局，内容涵盖：建国前民族电力工业发展、一

五计划、156 工程、抗美援朝、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国家

电力体制改革、新时代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及科技创新、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等重大主题。反复考证打磨文字注释，力求

史料真实可靠，最终从 20000 余件档案中甄选出 200 余件珍

品，搭配实物及模型进行展览，充分展现中国华电及所属企

业始终坚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进历程。

（四）创新汇编，突出特色

为突出华电红色史料的独特性和珍贵性，广泛收集，认

真甄别查考，创新汇编并将系统内多个“第一”纳入重点布

展内容，生动展示了中国华电坚持守正创新、敢于担当作为

的发展历史。

（五）实物复刻，丰富内容

为进一步凸显展览效果，积极发动系统内各单位，征集

甄选优质、真实的实物档案，聘请专业机构对布展实物采用

3D 打印等方式进行高仿真复刻，兼顾档案展出内容和视觉

冲击效果，便于观展人员更加直观、具体地了解档案内容以

及档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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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石龙坝水电站百年机组模型

（六）拟制说明，专业讲解

对每份布展材料拟制文字说明，详细介绍档案反映的主

题及内容。组建由档案专业人员参加的工作组进行讲解。

（七）动静结合，多元布展

展厅设于华电大厦，布展面积约 700 平方米。充分运用

声像资料直观、形象、纪实的优势，精选出 4 个音视频文件

和历史影视资料进行展示，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布展载体。印

制并发放档案展宣传折页，集中精炼展示展览的主要内容，

进一步扩大展览宣传。

（八）多措并举，广泛利用

专门编制展览参观计划，采取多种方式扩大本次展览育

人影响。一是设计制作档案展主题宣传片开展同步宣传。二

是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举办展览开幕式，国家档案局和集团

公司领导现场致辞并为展览揭幕。三是布置线上档案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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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线上档案展区观展。四是与主题

党日活动充分结合，总部各党支部、在京单位各级党组织前

往展区实地参观学习。五是展览内容作为华电党校干部培训

班的重要一课，为系统内干部学员开辟新的学习通道。六是

对外公开展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等 50 余个外部

单位前来实地参观。七是中国华电微信公众号以“喜迎二十

大 档案颂辉煌”为题，连续推送了红色档案展揭幕及“百

年水电的时光印记”“听，民族斗争之歌”“烽火硝烟中的

红色电力”“第一缕光”“天下为公”“国之大者”等 6 个

专题内容。八是华电工会以展览场地为背景，录制活动宣传

视频，唱响华电产业工人之歌。九是办公室牵头创建“赓续

血脉 逐梦追光”红色档案线上三维虚拟展厅，面向公司系

统近 10 万员工开放，通过同步展览解说，还原展览原貌。

.

图 5 线上专题推送及三维数字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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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鉴往知来，向史而新

本次档案展是对中国华电红色基因的深度挖掘与整合，

档案部门将本次展览筹备全过程形成的百余份文件材料收

集归档，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形式丰富的专题档案，便于

后期查考和可持续性利用。

三、效果及影响

（一）呈现了一场红色盛宴

本次展出的珍贵展品超过 200 件，包括文件、书籍、实

物、照片、图片、视频等原始资料和数字资源，现场参观人

数达 5000 人次、微信阅读量超 2 万次、线上虚拟展厅阅读

量超 10 万人次，得到众多观展单位的高度认可，被写入 2023

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工作报告，彰显了此次工作产生的

重要影响和价值。

（二）提升了华电系统档案工作水平

总部各部门及华电系统 80 余家直属单位和基层单位共

同参与展览筹备，广大档案人员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形成

了共建共享的档案工作新局面，构建完善了红色资源开发利

用体制机制。同时，通过对红色档案进行汇编整理和数字化

加工，华电系统档案工作规范化水平得到提升，企业集团数

字档案馆建设迈出新步伐。

（三）凸显了档案服务中心工作的职能作用

本次展览是中国华电发挥资源优势，用好用活档案资源

融入和服务中心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是深挖档案资源、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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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档案工作影响、提升档案利用价值的一个典型案例。一是

档案资政育人作用充分彰显，为集团公司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提供借鉴和精神力量，为加强公司员工归属感、自豪感、自

信心起到了积极的正向作用。二是企业形象得到全面展示，

在巡视、审计、党建考评、各项工作检查及企业高校招生、

业务招投标中，档案展览均被作为中国华电对外展示的窗口

和企业宣传素材，对宣传企业文化和良好形象，增进企业间

的交流合作，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三是标杆

示范作用广泛发挥，展览成功推动了集团系统内的红色档案

专题库建设，为直属单位开展档案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同

时提升了公司员工的档案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档案工作氛围，

助力全集团档案工作整体再上新台阶。

案例形成单位：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案例形成人：杨强、刘翠萍、付妍、胡胜天、吴昊、孙杨骐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