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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向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时

代。一切为了农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是我

们党的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档案文化建设

更多地惠及农村百姓，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别、
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还能够为农民群众带

来知识资源和精神动力，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

思想文化水平，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供新的平台。近年

来，各级档案部门为农村档案文化事业发展，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

农村档案文化建设进展较慢，仍然存在着认识不到位，

档案缺失较严重；重要档案资料不全，散失严重；制度

不落实，管理不规范；档案文化网络不健全，经费投入

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当前农村档案文化

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探索档

案文化建设为农民服务的思路，为档案文化建设惠及

新农村建设打下基础。
1. 认真挖掘和提炼农村传统档案文化中的有益思

想。首先，要依托档案文化资源，弘扬优秀档案文化。中

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特别是档案文化

博大精深，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

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我国广大农

村，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档案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要内容。其次，要加强对农村档案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利用。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流传下来极为丰富的档案文化遗产，既有物质形态的

有形档案文化遗产，如档案文物、典籍等，也有非物质

形态的档案文化非物质遗产，如民俗活动等。这些文化

遗产，记录着我国广大农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是农村优秀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方
针，进一步加强规划，加大力度，采取有力措施抢救濒

危档案文物古迹。尤其要重视农村重要革命文物的收

集和革命历史遗迹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重视非物质

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非物质档案文化遗产名录

体系，编制非物质档案文化遗产资源图谱，加强农村民

间文学、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少数民族诗歌等非

物质档案文化遗产的抢救。
2. 积极推进档案文化理念创新，促进农村文化发

展。就农村社会层面而言，推进档案文化理念创新，主

要体现在档案文化的培育和创新精神的塑造上。应按

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着眼于提高农民的档

案文化素质，积极培育农民的档案文化。就档案文化自

身发展而言，推进档案文化理念创新，应立足于档案文

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重在普

及、逐步推广的农村档案文化理念，促进农村传统档案

文化与现代档案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
3.让档案文化建设惠及农村基层百姓。第一，要使

档案文化焕发蓬勃生机，展现独特魅力，实现创新发

展，为建设新农村服务。为此，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

让优秀档案文化走进农村，走进农民生活。同时，在档

案文化活动策划中，要坚持把弘扬优秀档案文化与加

强道德文明建设相结合，与服务农民精神生活、促进社

会和谐相结合，与深入开展“讲文明、知礼仪、树新风”
活动相结合。第二，农村档案工作者应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方向，贴近农村实

际、贴近农民生活。通过开发利用农村档案文化，如档

案科技知识、农村档案史料、民俗、民族戏剧等丰富的

档案文化产品，去满足基层农民百姓的精神需求。第

三，要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和弘扬档案文化。整理、宣传、
普及教育是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在

题目设置和内容选择上，应坚持做到档案文化内容与

农民百姓日常生活相结合，与社会热点难点相结合，与

当地农村工作实际相结合，确保宣讲充满生机活力。第

四，把档案文化资源以数字的方式传输到基层农村，为

百姓打造家门口的数字乐园，如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视频节目，让更多的农民接触档案文化。第五，开发利

用农村档案文化资源。我国许多农村是革命老区，有着

红色档案文化底蕴，留有许多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这

对发展红色旅游，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利用这些档案文化，不

断提高档案文化的影响力。要着力打造档案民俗文化，

加强对民俗民风档案的收集、挖掘、整理、抢救、研究和

保护。
4.积极推进农村档案文化管理与制度创新。首先，

应加大对农村档案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构建以

县级档案文化设施为基础、辐射各乡（镇）村的档案文

化网络。其次，应着力推进农村档案文化管理创新。在

加强对农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同时，应进一步放开、搞
活，通过市场调节实现对农村档案文化资源的配制、资
本的投入和人才的培养、聚集。要明确公益性农村档案

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档案文化产业的不同功能和作用，

充分利用其他档案文化单位和社会文化团体对农村档

案文化建设的支持、示范与共荣。再次，要积极推进农

村档案文化管理制度创新，建立规范化的管理机制，形

成良好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包

括档案文化）的立法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文化发

展的各项文化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赵中悦.传统民间祭祀中的文化记忆.人民日报，

2008.2
2. 龙新民. 让文化建设惠及基层百姓. 人民日报，

2007.11
[责编：赵晶莹]

摘 要：文章以农村档案文化建设为视角，针对农村档案文化建设进展缓

慢、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结合当前农村实际，提出了档案文化惠及农民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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