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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浙江星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汉信息）

于 2003年 12月创建，是国内智慧档案领军企业。星汉信息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省级企业研究院、省

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省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省级软

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拥有包括涉密（秘密载体印制、系统集

成、运行维护）、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专业承包、信息安全服务、安防、ITSS等全产业链的业务资

质证书；并通过了 ISO27001、ISO20000、ISO14001、ISO9001、

OHSAS18001等体系认证。

星汉信息面向泛档案领域客户，业务涉及智慧数据应

用、智慧数据生产、智慧数据建设和服务等模块。通过对档

案信息资源的收集、管理、保存和利用全过程管理，基于局

域网、政务网、互联网构建档案业务平台，结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以应用系统为重点、数据资源为核心、

基础设施为支撑、标准规范体系及安全保障体系为保障，推

动全域综合档案馆（室）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进程，帮

助客户实现深远意义的变革，造福民众。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浙江星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现代文秘专业于

2022 年 5 月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6 月联合承办 2023 年档

案知识竞赛，6月举行了颁奖仪式，并于 2024年 5月达成联

合创建智慧档案产业学院。

三、企业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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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训基地软件投入

星汉信息企业投入 100万元，主要是智慧档案的 2款软

件（档案数字化加工软件+档案管理软件），在技术更新迭

代和项目技术支持费。目前软件已经在产业学院四大部门投

入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1.数字档案业务部（实 5109）。在一楼，便于对外承接

业务，做好业务洽谈工作。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开展数字

档案加工业务的宣传、联络工作，负责业务拓展、销售运作，

将计划转变成结果。

2.数字档案整理加工中心（实 5409 ）。智慧档案整理

加工按照规范流程建立数字档案加工整理生产线流程创建。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实体档案转化为电子形式，或通

过网络接收电子文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存储。

3.档案修裱室（实 5405）。用于破损等档案的修复，利

用档案的复原和保持档案的完整性。主要专门针对档案文件

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利用浆糊作为胶粘剂，

通过修补和托裱的步骤，将适宜的纸张附着在破损部分，以

增强档案的强度和耐久性。

4.智慧档案研创中心（实 5406）。面对新形势、新变化

和新要求，档案工作和档案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新思路、新举

措、新技术、新手段等研究和创新。

（二）人力资源投入

智慧档案产业学院的专业专职实训指导师 1人，管理人

员 2 人，专业实践指导老师 13 人（其中 2 名为星汉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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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2名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实训指导、顶岗实习指导，

同时参与论文指导、课程建设、竞赛指导。

图 1档案修复师傅在做技术展示与指导

四、专项支持

（一）企业对学校专项支持

1.课程资源开发支持。智慧档案产业学院星汉班的专业

核心课程和实训课程由星汉信息根据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

岗位技能要求，设计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推动课程内

容与行业标准、生产流程、项目开发等产业需求科学对接，

由校企联合开发一批高质量校企合作课程、教材和工程案例

集，并推广到现代文秘专业非星汉班。

2.校内教师实践支持。星汉信息与我校共建文秘教师企

业实践岗位，开展师资交流、研讨、培训等业务，将智慧档

案产业学院建设成“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开展校

企导师联合授课、联合指导，实施教师激励制度，打造高水

平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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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实训实习支持。基于人才培养方案，星汉信息与

文秘专业量身打造实习和实训任务，制定评价标准。此外，

免费给学生提供餐饮和住宿，现已完成 300多学生的实习和

就业工作。

（二）学校对企业专项支持

1.定向培养实习生。成立智慧档案产业学院星汉班（2023

年 8 人，2024年 15人），培养档案管理高技能人才，解决

企业人才紧缺的问题。

2.企业培训支持。现代文秘专业针对企业员工培训技巧

欠缺的问题，开展培训技巧课程，提升企业培训人员的表达

和沟通能力。

五、企业参与“五金”建设

（一）金专建设

文秘教研室被评为 2023年浙江省“三育人”岗位建功活

动先进集体，专业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

1.文秘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在真实的档案数字

化加工与数字化档案应用项目中得到锻炼和实践，提升了专

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乡村振兴项目过程中，竞赛获得了喜人的成果。学生

获得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金奖 2项、银奖 2项、铜奖

6项；去年第一次省会展创意策划大赛，一等奖 3项、二等

奖 1 项，三等奖 8 项；在互联网+比赛中，获得银奖 1 项；

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银奖 1项；在去年档案知识

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二等奖 2人，三等奖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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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省档案服务乡村振兴大赛中，有近 100名学生参加。

图 2部分获奖证书

3.专业学生在近几年就业中就业率都达到 100%，尤其是

2024年 7月底就已全部就业。

图 3学生整理档案

（二）金课建设

《文书与档案管理》在课程资源的建设上，深入融合企

业的真实工作案例开展模块化、项目化、情景式教学方式。

《文书与档案管理实训》依托工作过程设置实训项目，提升

学生实践能力。

（三）金师建设

在档案数字化加工、档案开发与利用以及社会服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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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多项教研成果，包括软件著作权 3个、专利授权 1项；

专业教师在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中获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

（四）金地建设

积极拓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深度参与政策制定与咨

询，推动档案信息化建设。具体行动包括：

1.签约三方协议，推进档案事业发展。与地方档案馆、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建立三方合作机制，协助指导并支持退

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完成档案整理工作。成果包括整理文件

有 2000余份、照片 5000余张、活动新闻 200多条，整理案

卷 40多卷。

图 4 校政合作签约仪式

2.联合开展区级抗美援朝老兵档案的调研、收集与归档

工作，完成 13 人次的调研，并协助举办 2 场抗美援朝老兵

对外开放宣讲活动，线上线下观众总数超 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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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收集抗美援朝档案资料 图 6 黄岩区档案馆馆长在我校调研

3.联合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区融媒体中心、区

档案局（馆）、共青团黄岩区委、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黄岩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以“乡音童腔 诵唱留

声”为主题的方言吟诵童谣大赛，弘扬和赓续本地文化命脉，

让它有“档”可循，有“案”可查，促进对地方文化的认知

与传承。

图 7方言吟诵童谣大赛（师生与文化馆馆长合影）

4.协同区档案馆完成越南自卫反击战老兵档案的整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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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专业主任参加了交流会，

指出档案数字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还有当事人集体集档的

意义和价值。

5.与仙居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收集仙居杨梅相关资料，

查阅和整理杨梅文化档案，策划和创建中国·仙居杨梅文化

数字博物馆，助力申报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申报。

图 8中国·仙居杨梅文化数字博物馆

6.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参与当地档案政策制定与咨

询工作，推动档案信息化平台建设等。2023年承接黄岩区退

役军人事务管理局档案数字化加工与整理工作，助力其获得

浙江省档案竞赛获奖。

（五）金教材建设

联合企业一起申报了《智慧档案管理》课程的在线共享

精品课程建设，目前正在建设中；与企业合作编制《档案数

字化加工》手册，目前正在建设中。

六、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1.技术更新速度跟不上需求变化。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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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求的不断变化，部分技术和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的需

求和挑战，如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档案领域应用和研究难以

深入开展。

2.资金投入不足。档案数字化与智能化工作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来支持技术研发、设备购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

作。然而当前资金投入相对不足制约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下一步举措

1.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引进

和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档案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水平和效

率。

2.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争取政府

支持、社会捐赠和企业合作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保障档案工

作的顺利开展。

3.加强人才培养与流动。继续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企业一线

档案人才投身档案教育事业，同时鼓励学校教师和专家深入

企业锻炼，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从而推动档案事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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