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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定位  深化民政档案改革

民政部档案资料馆馆长   张   岳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是当

前民政系统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民政部门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

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这深刻阐明了民政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泉，指明了深化民政改革、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方向，为民政工作赋

予了新使命、明确了新任务、提出了新要求，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深化民政档案改革，

必须找准在深化民政改革中的定位，不断完善改革思路和方法。

找准政策制度体系定位，深化民政档案治理体系改革要有新举措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是核心和基础，具有主导

引领作用。深化民政档案治理体系改革，最根本的是政策制度这一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

落实机制这一基础环节，最有效的是档案兜底这一闭环模式。只有围绕民政政策制度体

系，细化民政档案政策制度，让档案成为民政工作运转的最后一环，才能完整准确记录民

政历史、服务民政工作。要修订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从业务、职能、运转等多方面思

考，既明确每一个档案形成主体的归档文件，又统筹单位内部各个档案形成主体之间的联

系，做到归档范围细化，便于“对号入座”。要完善归档责任制，建立兼职档案员队伍，

形成对照收发文登记检查归档质量的机制，促进归档职能实化。要完善归档文件整理规

范，将专业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细则，促进归档规则模板化，便于业务部门人员“照方抓

药”，提高整理效率。要完善民政专业档案政策制定和落实机制，档案部门要深入了解各

项民政业务，从档案角度提出专业化的建议，促进档案管理成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的最后一环，协助业务部门制定和落实民政专业档案政策制度，为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服务。

找准服务保障体系定位，深化民政档案资源体系改革要有新成效

深化民政档案资源体系改革，做到归档应归尽归、档案应建尽建，必须在服务保障上

下功夫。要从民政业务、载体形态、数据共享等方面了解民政，把握文件形成规律，形成

保基本的民政档案分类体系。要围绕“两个着力”方面的新要求，把握民政业务的创新发

展，从体现民政工作成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形成促发展的民政专业档案体系。

要积极学习消化档案制度规范，将其专业化的特点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操作方法，将归档整

理要求与文件、数据的形成环节相互衔接，形成兜底线的民政档案归档体系。民政档案部

门要充分调动业务部门的档案工作积极性，要以细致到位的服务消除业务部门对档案工作

的困惑，使业务部门成为民政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保障。

找准监督管理体系定位，深化民政档案安全体系改革要有新提升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只有加强监督管理，才能确保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监督管理体系是政策制度体系的延伸，是服务保障体系的支撑。民政档案部门要按照统筹

发展和安全的要求，依托民政系统和档案系统的监督管理体系，提升民政档案安全体系建

设水平。要落实民政安全管理要求，履行“三管三必须”安全责任，完善人防、物防、技

防各项措施，加强汛期、重要节假日期间的安全值守，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安全。要落实

档案安全管理规定，完善档案安全制度，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应急工作方

案，开展应急演练，提高风险预防和处置能力。要落实档案整理和保管规范，从收集环节

提高归档质量，从整理环节把控组件（卷）质量，从保管环节提升整理质量，确保档案数

量准确、分类清晰、保管有序。要在机关办公厅（室）的指导下，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支持

下，履行对直属单位和直管直登社会组织的档案监督管理职责，从档案规范管理入手，落

实质量要求和安全要求，提升民政部门档案工作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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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社会参与体系定位，深化民政档案利用体系改革要有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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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具有很强的群众性、社会性，有效的社会参与是新时代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民政档案服务党和国家、服务民政、服务群众，只

有把档案形成方和需求方联通起来，才能构建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用体系，形成共同推动

民政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要从归档工作中把握民政业务的发展方向，找准档

案利用的主题和着力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主动性，共同利用档案宣传民政历史、宣传

工作成效。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研究民政历史和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

强与有关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合作，服务民政文化建设。要与党史部门、地方民

政部门、民政展馆合作，利用红色民政档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展现党领导的

民政事业发展成就。要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充分利用书报刊资源，服务机关党建、服务民

政政策理论研究、服务党员干部继续学习教育，打造“书香润民政”服务品牌。要与民政

媒体、地方民政部门合作，拓展声像档案来源，加大声像档案利用力度。

找准民政现代化体系定位，深化民政档案信息化改革要有新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加快推进民政服务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手段现代化、政策制度现

代化。民政现代化体系的核心是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适应电子文件覆盖机关运转和业务办理、电子文件与纸

质文件并存的局面，深化民政档案信息化改革。要按照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规

定规范，结合电子文件形成的特点和电子数据的基本属性，制定电子文件归档的相关规

范，统筹与纸质文件的联系，做到线上线下相统一。要建立文件系统归档模块，完善档案

管理系统，形成管数据的电子档案管理功能。要依托民政业务系统，探索建立民政专业电

子档案，推进存量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和增量电子档案的有机结合，形成与民政现代化建设

相协调的民政档案信息化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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