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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档案馆保管着 179个全宗近 6万件革命历史档案，这些红色档案中所彰显的红色精神，成为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档案人坚守“为党管

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永恒初心、担当“为党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神圣使命的红色基因、

信仰底色、力量源泉。

在先辈先烈的精神光照下笃信前行

江苏省档案馆作为省委直属单位，政治性是首要属性“，档案姓党、档案为党、档案护党”是最重要

的政治要求，是一以贯之的永恒初心。

初心就在中国共产党人救亡图存的伟大实践中。1840 年鸦片战争、1894 年甲午战争、1900 年庚子事

变，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求救国图存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

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

失败。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投身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践行着初心和誓言。

初心就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档案的言行中。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重视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毛

泽东同志经常嘱咐身边的战友：“生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不能丢掉的。”周恩来同志是党和国家档案事

业的奠基人，在中国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开创、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

献。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档案工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档案工作“四个得以”“三个走向”的重要论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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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档案工

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档案工作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使档案工作者不断增强政治定

力、事业自信和工作自觉。

初心就在党的档案工作者前赴后继冒死守护中。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工作与党相伴相随，档案人既是共

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忠实记录者，也是共产党人永恒初心的坚定执行者；既是红色档案的保管利用者，又

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传播者。中央文库收集和保管着从 1922年起到 1933年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文件档案，

从 1927年建立到 1949年上海解放，这 2万多件档案就秘密存放在大上海，张唯一、陈为人、徐强等十余

位共产党员接力保管守护着这个“一号机密”，3 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些先辈先烈们对党的档案工作极

端忠诚、极端负责，在一代代档案人的接力传递中，续写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无悔初心。

在新时代肩负起档案工作新使命

新形势下，档案人必须在正本清源上持续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不断实现新作为，自觉担负起“为

党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神圣使命。

为党护旗。就是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坚定自觉地护信仰之旗、护道路之旗、护思想之旗。党的旗帜是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彰显。当好党的护旗手，让党的意志和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这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近两年来，我们充分利用红色档案资源，坚决守护和捍卫党的信仰、道路、思想之旗。

通过主编《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本》，成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战略研究小组，推出《红色

记忆》系列项目，编纂《人民必胜》系列丛书，出版《红旗飘飘》作品集，主办“红色丰碑”系列活动，

推送“江苏解放”系列微文，征集新四军战士口述影像、手稿、公文，等等，在全社会传承红色基因、讲

好红色故事、宣扬红色精神。

为国家立心。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建构正向正能量的价值体系，坚决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白刃战”。

档案工作既是党的意识形态主阵地之一，又是党打赢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主力军之一。党的档案馆要敢于对

社会上别有用心的杂音噪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批驳，不回避、不含糊、不失语。这两年，我们通过

发表《砸向“精日”分子的一记重锤》《什么是“侵略者”的本性？血色档案告诉你！》等文章，用档案

史实驳斥“精日”分子疯狂言论，产生较大反响。利用馆藏档案主动发声，发表原创文章《祸港乱港的废

青们，睁眼看看这段历史，当年香港，因他暗无天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点击量达数万人次，香港

《文汇报》《大公报》分别重磅推出两个整版专稿，通过真实的档案文献，帮助香港市民了解那段屈辱历

史。

为民族铸魂。就是为完善与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感、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提供动力和支撑。档案馆保管

着大量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献资料，对确立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

信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要充分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源，通过开发编研成果、举办陈列展览、出版书刊读物、

拍摄影视作品、举办青少年档案夏令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积极发挥档案在传播优秀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

努力为中华民族“铸魂”作出积极努力和应有贡献。

奋力实现档案馆建设高质量发展

对标新时代新要求，江苏省档案馆要赓续红色基因、秉承优良传统，重整行装、接续奋斗，努力在破

解难题、解决问题中把档案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站位、政治素养。档案工作者应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始终坚定政治

信仰，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学会从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作决策、

干工作。要始终坚守政治立场，以鲜明的政治态度维护党的旗帜，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服务国家大局，以权

威的政治观点剑指歪理邪说。要始终坚持政治学习，持之以恒抓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真正做到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自觉把新思想作为档案工作者作决策、办事情的准绳，从灵魂深处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推动思想解放，提升进取意识、创新精神。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要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善于

作为，铆住关键环节，借鉴有效做法，下力攻坚克难。要树立“服务优先”的发展理念，围绕“用”字做

好文章，以红色档案为开发利用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牵引和促进档案开发利用工作范围更广泛、影响更深

远、效果更明显。要创新“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强长三角

一体化民生档案便民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拓宽民生档案服务种类，扩大民生档案信息供给，尽快打通档案

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强化使命担当，提升履职能力、奋斗自觉。着力提升“五种能力”。一是提升“融”的能力。要主动

投入、自觉融入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倾力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

以及纪念建党 100 周年等活动提供红色教育素材、资政参考。二是提升“研”的能力。积极倡导“当学习



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大力营造爱学习、肯思考、善钻研的良好氛围。三是提升“统”的能力。既要

“攥指成拳”，凝聚各方力量、群策群力，更要“五指弹琴”，加强统筹兼顾、协调配合，上下左右齐心

协力、形成合力。四是要提升“创”的能力。大力开展“争第一、创唯一、树品牌”活动，点燃党员干部

创新作为的“主引擎”“反应堆”，不断深化与宣传、文旅、党史等部门的合作，推动档案资源有效整合、

深度融合、系统开发。五是提升“抓”的能力。切实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让党员干部有真抓的实

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真正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