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好用好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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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

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2014 年 12 月，他视察江苏时殷切希望“，要注意用好用活丰

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的档案工作者，一定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起“为党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神圣使命，

把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以红色档案传承红色基因，从红色档案中汲取精神力量。

以高度政治站位认识红色档案

红色档案记载并保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过

程。这些红色档案，传承革命信仰，传递无悔初心，是我们秉承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稀土”，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江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党的初创阶段和大革命时期，

江苏是我们党活动和战斗的重要区域。抗日战争时期，江苏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抗日的

主战场。解放战争时期，在江苏大地上进行的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对夺取全国胜利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江苏是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的家乡，陈延年、赵世炎、邓中

夏、陈毅、粟裕等曾在江苏从事革命活动。革命战争年代，江苏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

后，江苏以生动的实践、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江苏贡献”。江苏经济社会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是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窗口，承担着党中央赋予的“为全国发展探

路”的重要使命。

这些红色历史和辉煌成就，记载在档案中，保存在档案馆内。我们档案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政治站位，

把这些宝贵的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好、利用好，传承红色基因，守土有责，履职尽责。

以高度使命意识保护红色档案

红色档案是我国档案资源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的一个独特类别，它除了具有档案的一般特性

外，还有着年代的久远性、内容的独特性、保存的分散性、实体的脆弱性、形式的多样性等自己的特征。

这些特征要求我们认真做好红色档案资源的建设和保护工作。一要馆内保护与馆外征集并重，保护好档案

馆内的红色档案，同时下大力气开展散存在社会上的红色档案资源的征集进馆工作，守护好我们的红色记

忆。二要加强红色档案资源整合。档案部门应自觉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省档案馆具有较好的红色档案

资源基础、良好的库房条件以及较强的研究能力，秉持平等自愿、共建共享理念，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设施，

将保存在党史部门、博物馆、烈士陵园、红色纪念场馆等各方面的红色档案资源进行数字化扫描，并欢迎

民间收藏爱好者共同参与，实现红色档案资源实体形式和数字化复制件的“双套制”，平时以数字化复制

件提供利用，达到保护珍贵原件的严格要求。在此基础上建设“江苏红色档案资源信息库”，进而形成“江

苏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打牢开发利用的资源基础。

以高度责任担当开发红色档案



档案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历史凭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是我们档案工作者职责所系，

“为党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是我们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用好

用活江苏丰富的党史资源”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责任担当，把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让人们通过我

们的开发成果，对党的红色基因可观可感，让红色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转化为激励新一代共产党人传承、

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并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要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红色档案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生动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走过的风雨历程，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

的深厚滋养。红色档案资源是治国之咨和理政之鉴，也是抵御和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武器。红色档案

资源的开发必须顺应时代要求，起到净化心灵、振奋精神的作用。为了完成这一职责使命，档案部门要完

善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人员，建立高素质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队伍；加强研究型人才培育，加强业务

能力建设，提升工作水平。不能自甘于事务性的忙碌，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保管员、办事员、服务员，而要

争当学习型干部，勇担研究性工作，成为红色档案文化的研究者、宣传者、传承者。

二要深度挖掘红色档案资源的精神内涵。红色档案内涵丰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红色档案资源，是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开展党史、国

史教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生动教材。省档案馆近年来推出了不少档案资源开发利用

成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不足，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的红色档案精品还

不多。在开展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要充分认识红色档案资源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和作用，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内涵精髓，提炼红色精神要义，依托档案馆

档案信息资源优势，围绕红色文化教育主题，为人民群众、为党员干部打造红色文化教育的精品课堂。

三要合作共享推进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传播。红色档案资源分散保存的现实情况，要求我们大力推进

资源的整合共享，大力推进各项工作要素的合作优化。档案部门要“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同行间的

馆际交流和与系统外相关单位的合作配合。通过馆际协作，实现资源整合，既有利于互通有无、互学互鉴，

也能弥补业务衔接不畅等方面的缺憾。通过与系统外相关单位的合作配合，能够实现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

用效果的倍增放大，让沉睡的红色档案资源活起来、动起来，在现实工作中发挥作用。善于应用新媒体技

术，借助互联网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扩大红色档案服务宣传的辐射面。大力开展与党史部

门、文博单位等各方的合作，积极拓展红色档案服务对象，持续推动红色档案文化精品进社区、学校、军

营。

四要以创新来谋求工作成效的提升。要由就档案论档案的开发利用，向紧密贴近中心服务大局的开发

利用转变；由档案部门“单打独斗”的独家开发，向联合各方合作开发转变；由单纯的取得红色档案资源

成果，向组团、复合式的红色文化题材的系列成果转变。这方面，我们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一批成

功的案例。联合有关部门推出《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本》、《赵亚夫》电影、江苏省党

性教育主题教室、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人民支前档案选编、《南京长江大桥档案》系列成果、“红色丰碑”

全媒体行动等优秀档案精神产品，为“不忘初心、牢记任命”主题教育活动增添了新内容，受到广泛好评。

再如，南京市溧水区“红色李巷”项目，是档案部门和相关部门合作开发利用红色档案史料打造的红色文

化旅游主题村，实现了美丽乡村与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又如，高邮市建设了“抗战最后一役”文化园项

目，等等。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红色档案

中所彰显的红色文化精神，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强大精神力量。“档案姓党、档案为党、档案护党”。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档案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四个得以”的重要论述，牢记嘱托、坚定信心、下定决心、

保持恒心，把红色档案资源管理好、利用好，把红色文化守护好、宣传好，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发

扬好、传承好，更加坚定地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永恒初心，更加自觉地担负“为党

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光荣使命，为保红色江山永固，贡献档案智慧、彰显档案作为、书写

档案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