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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档案工作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丰富档案资源、完善档案利用、筑牢档案安全、重视

支持档案工作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也是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只有加强档案工作，找准档案工作为乡村振兴服务的切入点，

才能使档案事业获得可持续发展，才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Abstract: Archives work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supportive role in serv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riching the archive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use of archives,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of archiv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upporting the archive work 

are the nee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 work.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archival work and finding the right entry point for the archival work to serv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the archival cause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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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的

基础性工作，做好档案工作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职

责。但当前乡村档案工作还存在档案意识有待提高、档案资

源单一、档案工作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和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乡村全面振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这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档案工作服务乡

村振兴的能力要不断提高。

2 加强档案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

化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它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存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

同样，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档案工作的全方位服务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从数字化、信息化到大数据与服务利用网络化，

档案管理及服务能力也势必要与时俱进。面对档案载体的形

态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档案部门由传统的以载体档案为

主的传统档案时代逐步向以信息化、电子档案的方式演进。

大量的电子文件的产生及归档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

电子文件归档储存后对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和法律凭证性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防止电脑黑客袭击，确保档案信息、数

据的安全已经成为档案部门亟待解决的课题。传统的档案管

理方法难以适应新形势、新问题、新机遇和新挑战。面对这

些问题的出现，档案部门在乡村振兴和档案工作的实践中，

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档案工作，用好科技信息技术成果，完

善创新档案管理和服务模式，努力开拓档案工作的新局面，

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这不仅是档案工作适应社会

发展和改革的客观需要，更是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趋势 [1]。



5

Lib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 加强档案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途径和措施
3.1 丰富档案资源

丰富的档案资源是提供档案利用的前提。各级档案馆

（室）藏资源的完整、系统、丰富是档案利用的基础保障，

同时又是实现档案利用者需求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要着

力健全档案资源体系，丰富馆（室）藏内容，提高馆（室）

藏质量，突出地方特色档案。丰富馆（室）藏即是要做到保

证接收档案范围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度性，始终坚持质和量

并重的原则，做到档案齐全完整、数量充足、质量优化。当前，

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面对档案的形成无论是在内

容还是形式上都已超出了原来的归档范围，如照片档案、录

音录像档案、口述档案、人物档案、实物档案、电子档案等

都没有进行有效的收集，特色档案更是无从谈起，所存档案

已无法满足广大利用者的需要。档案工作人员应拓宽档案收

集范围，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特点以及重点中心工作产生的大

量的电子档案以及能反映当地特色的档案，如当地特色农产

品、房屋产权、脱贫攻坚、土地确权、社会治理等档案材料

加大收集力度。在文件材料收集时机上，一旦掌握不住，将

会使文件材料分散、游离或消失，丰富档案资源就无从谈起。

因此，档案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档案征集制度，严格档案归

档范围和档案门类，多渠道、多形式向社会广泛开展档案资

料征集工作，同时进行网上征集，将存放在个人手中的有影

响的人物档案、突出地方特色的档案、反映当地风貌的老照

片等资料进行征集，并积极探索建立家族谱档案、民俗档案、

荣誉村民档案等各门类的特色档案，以丰富馆（室）藏，逐

步健全档案资源体系，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3.2 完善档案利用
档案的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档案工作

的价值体现。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是档案工作的

根本宗旨。为了更好地满足利用者的需求，必须完善和加强

档案利用工作。

3.2.1 创新档案利用工作
我们平常的档案提供利用工作方式主要是以到档案查阅

场所阅览档案、档案外借、档案展览与陈列、档案复制及档

案业务咨询服务为主。创新档案利用工作就是要在原有服务

方式的基础上，拓宽服务渠道，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数据平台

利用者自行查阅，简化利用手续，方便于广大档案利用者。

围绕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编辑惠民政策汇编、产业发展专题资料、档案利用典型案例

选编等资料积极提供档案利用服务，通过散发各种参考资

料、举办档案展览、举办演讲比赛、开展研讨会、发表档案

学术论文及网络视频等多渠道的档案利用方式，以满足公众

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最大需求 [2]。

3.2.2 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档案中蕴藏着大量的信息资源，档案工作人员应根据社

会和个人需求动向，针对当前工作中心，结合馆（室）藏实

际情况，对档案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分阶段、按专题有针对

性地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工编研，挖掘有价值的档案信息资

源，编研出具有实用性较强的档案信息供利用者查阅。充分

发挥档案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资政价值，有条件的地区可以

结合地方特色建立村史教育馆、乡村记忆馆、农耕发展工具

实物馆等档案文化阵地，留存美好乡村记忆，展示乡村振兴

发展历程，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振兴助力。

3.2.3 加快档案数字化工作
档案数字化工作是档案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基础工作，是

档案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档案数字化是对纸质档

案进行扫描存储，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系统为依托，将馆

（室）藏档案数据通过著录、扫描等形式存储到光盘、磁盘

等计算机的各类存储器中。档案数字化工作是档案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部分和基础。档案数字化不但能充分发挥档案的真

正价值，更能有效地保护档案原件，并能极大提高档案信息

利用工作效率，提升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实现档案信息资源

共享，为乡村振兴助力。

3.3 筑牢档案安全底线
档案的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是档案工作的基本要求

和前提。筑牢档案工作安全底线是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人员

的职责所在。要全面提升档案部门的安全意识和安保能力，

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绝对安全。

3.3.1 加强档案保管保密工作
档案库房要严格按照国家档案馆建设有关规范和标准进

行施工改造，对新建、扩建的档案库房更要达到一流建设标

准和安保标准。安全设施设备配备上，要采用先进的安全保

密技术、设施设备，做到档案保管保密的绝对安全。加大资

金投入，安装自动报警、自动灭火、恒温恒湿调控系统和防

磁阵列等完善的安全设施设备，档案馆（室）的安全保障能

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固。

3.3.2 落实档案安全管理制度
把档案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置协调机制和应急预案落

到实处是保障档案安全的前提，并应进一步完善。当档案安

全灾难或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如地震、泥石流、火灾、水灾

等事件出现时，档案实体受到威胁，网络或数据库遭遇黑客

侵袭等问题时，对已经处于不安全环境中的档案和档案信

息，档案部门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档案安全；保证受

危档案得到优先抢救和妥善处置，将损失度降到最低限度，

保证档案工作不受影响。定期按预案进行应急演练，以便在

事件发生时有章可循，按预案处置，防患于未然。

3.3.3 档案数据异地异质备份保管
档案异地异质备份保管是当前确保档案安全的最有效手

段，对档案保管条件不够完善的地区，更要重视对档案数据

进行安全异地备份。将档案数据复制拷贝备存，避免重大灾

害或战争对档案资料造成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档案数

据损毁的风险。电子档案至少要刻录三套，一套入库防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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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一套存储服务器提供利用，第三套异地存放保管，并按

时检查更新数据，确保档案数据的安全。

3.4 领导重视是关键
档案部门要积极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将档案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保人、财、

物方面的保障。同时要加强档案部门与基层农业农村、林业、

民政等部门的协作，与农业农村工作、乡村振兴工作同安排、

共督促。

3.4.1 健全档案工作机制
做好档案工作，首先要积极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

重视，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分级

管理，切实履责的档案工作网络。其次，要将档案工作纳入

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档案工作年度目标任务

和工作计划，使档案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验

收。再次，要在遵循档案业务规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档案

工作实际，制定完善务实的档案管理制度，规范档案收集、

整理、保管、利用等各环节工作，推动档案规范化管理。最后，

要全面加强档案工作在人、财、物方面的保障，确保档案工

作有专人分管、有专（兼）职档案员具体负责。同时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要对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确保乡村振兴工作

有档可用、有档可查。

3.4.2 提高档案人员素质
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技术性、服务性很强

的工作。当前形势下档案工作需要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

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的人才队伍。因此，档案管理部门应为

档案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学习教育的机会，提高现代化管理和

档案专业技能，以提高档案人员的综合素质。首先要加强专

业知识学习，如对归档文件整理、档案管理、档案保护等基

本知识的学习，及时了解档案领域的新理念和新观念，更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档案工作的发展动态，提高理论联系

实际的水平并熟练运用。其次要加强档案信息化方面知识的

学习，电子文件的归档、档案数据接收及档案信息化管理平

台的操作等管理手段，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需求。最后要

加强法律法规、条例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搞好档案执法检查

工作。组织档案人员到先进单位实地参观学习、考察、调研，

拓宽档案人员视野，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3]。

3.4.3 加强档案工作宣传
档案宣传工作是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宣

传的目的是让全向社会了解和认识档案工作，让广大档案利

用者如何利用档案。我们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找准契机，

不失时宜地进行档案宣传工作，以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

比如发放宣传图册、举办专题档案展览、名人档案展览、实

物档案展览等活动来宣传档案，也可通过挖掘档案的现实和

历史价值，制作具有当地特色、有社会影响力、为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档案宣传精品，努力让档案走进公众的生活，从

而达到宣传档案的目的。

4 结语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档案工作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档案部门应通过丰富档案信

息资源、完善档案利用、筑牢档案安全底线并积极争取党委、

政府对档案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使档案工作获得可持续发

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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