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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6日，贵州民族
学院成立文件（部分）

1950年12月1日，贵州民族
学院筹备会会议纪要（局部）

贵州民族大学档案馆（以下简称“档案馆”）成立于2014年7月，
其前身为学校办公室内设机构综合档案室。档案馆设馆长1名，副
馆长1名，专职档案管理人员4名，具体负责学校党群、行政、教
学、科研、基建、出版、外事 、财会、实物等九大类档案的管理
与利用工作，同时对校史资料等具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开展收集、
整理、编研等工作。

档案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
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秉承“为党管档、为校守史、为师生
服务”的初心，积极推动各类档案收集整理及保管利用工作，拓展
服务渠道，推动综合档案信息化建设。同时，档案馆在档案资源
开发、编研工作上下功夫，完成了2015年至2021年《贵州民族大
学年鉴》的编印。尤其是2021年，正值学校建校70周年之际，档
案馆牵头组织撰写并出版了《贵州民族大学校史1951-2021》、
《七秩芳华忆初心贵州民族大学口述史1951-2021》，在赓续民大
红色基因、努力发挥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重要作用、激励学子
奋力前行等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1974年6月4日，国务院
教科组下发同意恢复贵
州民族学院的通知文件
（局部）

1974年10月11日，中共
贵州省委下发恢复贵州
民族学院的通知文件
（局部）

1951年5月，贵州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学工写给中国人民
志愿军全指战员的一封信

1951年5月15日，贵州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学工写给刘伯
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一封信

1951年5月15日，贵州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学工写给毛主
席的一封信

馆藏珍贵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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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贵州民族学院筹备组选定贵阳市普陀路201号原程万中学为
临时校址；1952年，为了进一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省民委经请示省委和省
政府，同意贵州民族学院迁址；1953年初，学院迁至花溪新校址。
1974年6月4日，国务院教科组正式批复贵州省委，同意恢复贵州民族学

院。1977年1月，学院借用龙洞堡原省委统战部政治学校两幢房屋作为临时
校舍，积极筹备招生工作。

1951年5月，建校初的校
门（普陀路原程万中学）

1951年5月，建校初期
的教学楼 （普陀路原
程万中学）

20世纪50年代，贵州民族
学院大礼堂（现贵州大学
北校区）

20世纪50年代，师生在贵
州民族学院大门前（现贵
州大学）留影

20世纪70年代，恢复建
校时位于贵阳市龙洞堡
的贵州民族学院校门

20世纪70年代，学生
在龙洞堡校区学习

1978年11月，贵州民族学院院址确定为花溪董家堰；2011年11月24日，省发改委下发《关于贵州民族大学花溪校
区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同意在花溪区党武乡瓮岗村、下坝村占地1500亩作为学校扩建校区，2012年12月27
日，新校区建设奠基仪式在党武校区隆重举行；2014年10月10日，新校区建设按计划实现了首批师生顺利入住 。

20世纪80年代初校园一角 20世纪80年代的运动场 21世纪初的运动场

贵州民族大学董家堰校区（部分）21世纪初的教学楼

贵州民族大学大学城校区（部分） 体育场（大学城校区）

2007年建成的综合教学楼

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馆（花溪校区） 逸夫图书馆（花溪校区） 思雅图书馆（大学城校区）

教学楼30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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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开展口述史访谈工作
开展口述史工作
征集到珍贵档案

校友郑廷
瑜捐赠的
50年代毕
业证书

校友谢
培金
（左一）
捐赠学
院首届
美术专
业学员
合影

校友张宇轩将登顶珠峰时展示的校旗捐赠给了学校

口述史工作碰头会 口述史工作任务布置会 采访前准备工作

赴江西采访谭鑫（左一）老院长采访安毅夫（右二）老院长 采访顾朴光（中间）教授

采访优秀校友张宇轩（左二）“党史+校史”特色教育 ，赓续红色基因，讲好民大故事

2017年，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批准和
大力支持下，档案馆启动学校口述史的收
集和整理，成立“贵州民族大学口述史”工
作组，2018年成立了《贵州民族大学口述
史》编撰委员会。编委会在梳理前期民族
学专业本科学生所作的相关工作后，草拟
了工作计划，在学校相关部门配合下，一
共访谈了121位民大人，最后形成出版了
《贵州民族大学口述史》。这是对《贵州
民族大学校史》的补充，也是校友的心灵
史、奋斗史的再现，彰显了自强不息、敢
为人先的民大精神。

2022年，学校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着力推进“党史+校史”特色教育，
作为推动学党史、用党史的有效途径。
2023年5月，为进一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
新走深走实，持续发挥“党史+校史”特色育
人作用，学校组织开展了“赓续红色基因
传承民大精神”“党史+校史”宣讲会，通过讲
述校史中红色人物、红色故事，丰富校园
精神“红色”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