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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农业农村档案作用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天津市西青区档案局 

 

    一、案例概述 

天津市西青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开展村级档案规范化

工作，实施“村村建档修志工程”，打造“村史馆”红色教育基

地，积极探索档案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不断促

进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各村档案工作达到“八个一”的工作

目标，在服务民生和生产、解决群众难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形成了档案服务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二、实施背景 

西青区是地处天津市中心城区西南方向的近郊区，面积

570 余平方公里，行政区划 7 镇 5 街道，辖行政村 133 个，

社区 130 个，北有被誉为中国魅力文化传承名镇·中国木版年

画之乡的千年古镇杨柳青，南有精武会创立者爱国武术家霍

元甲的家乡精武镇，历史文化积淀久远、底蕴深厚。西青区

充分发挥紧邻中心城区和乡村空间广阔的双重优势，努力促

进经济发展优化升级，提速城市化发展进程，经济、社会主

要发展指标一直位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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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各项工作的档案需求，避免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民俗文化的消失，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和中

指组《关于印发〈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要求，西青区于 2017 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村村建档修志工

程”。该工程由区委副书记及主管副区长亲自挂帅、亲自推动，

通过广泛收集整理村级组织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生产经营、村务公开、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

建设等内容的文件材料，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真实历程得以

保存；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即将消失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宗族家族文化、民间艺术、民风民俗相关材料的抢救保护，

使得西青特有的村居文化得以留存，经过三年的努力实现了

规范村级建档，打造精品村志的目标。村村建档修志工程的

实施，提升了西青区农业农村档案工作水平，为政治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019 年，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

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对健全村务档案管理制度的

要求，进一步满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档案需求，

西青区在“村村建档修志工程”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积极申报

国家档案局联合民政部组织开展的“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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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试点”项目，成为了全国第一批整体试点地区。为高

质量完成试点工作，切实发挥农业农村档案助力农村基层社

会治理的作用，西青区针对农村档案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一

方面健全了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了组织保障；另一方面，

通过广泛调研，规范了村级档案材料的基本留存要求；同时，

进一步加强档案规范化建设，促进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积

极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贡献档案力量。 

三、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进村级档案工作 

    健全区、街镇、村三级档案工作管理网络，各级档案部

门各负其责，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档案工作的良好局面。

区档案局统筹村级档案工作安排，组织推进各项工作任务，

对全区村级档案工作实行全过程的监督指导，多次召开专题

工作会议，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在街镇层面，落实街镇

对村级档案工作的指导责任，发挥其在区和村之间的桥梁作

用，组织开展村级档案规范化工作；在村级层面，各村都由

一名党支部成员挂帅，指派专人负责档案工作，保证了档案

工作有干部抓，有专人管，布置的各项任务得以有效落实。

各村通过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改善档案保管条件，规范档案

整理，提高了村级档案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二）健全档案工作考核机制，为村级档案工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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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青区健全了区、街镇、村三级考核体系，把

档案工作情况列入各级考核内容，将档案工作落实好坏作为

考评标准，强化责任落实，有力激发了基层档案工作的活力。

各村加强了档案制度建设，制定、修订了一系列档案管理制

度，通过档案室规范化改造、购置现代化设备、实施数字化

扫描等方式提高了村级档案规范化水平，一些村配备了专职

档案人员，推动了村级档案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三）加强档案资源建设，提高档案工作的服务能力 

农业农村档案内容丰富，与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在村级档案工作中，把档案留得住、管得好、用的方便

作为目标，着力在档案的“收、管、用”上下功夫，加强业务

指导，不断规范工作。 

抓住“收”这个基础。指导各村在档案收集齐全、完整、

有特色上下功夫，确保必须保存下来的村务管理档案都能安

全的保存下来。自《村级档案管理办法》、《天津市村级档

案管理实施细则》实行以来，西青区努力推动两个文件的贯

彻落实。开展试点工作后，为落实好《村级档案管理办法》，

对各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活动最基本的“留痕”要求和村级档

案材料内容进行了广泛调研，制定了《西青区村务管理档案

基本目录》，既保证“该留的材料都能留下来”，又提高了农

村档案工作的实效。各村以此为蓝本，将反映本村乡村治理、



 - 5 - 

社会发展、乡风民俗的档案更好地存下来，使档案在农村社

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抓住“管”这个关键。确保村级档案管得安全。第一，加

强村级档案室规范化建设。落实档案保管利用硬件需求，设

立专用档案柜和档案库房集中管理档案，配备“八防”设施设

备，最大限度改善档案保管条件。第二，健全和完善各项档

案管理制度，坚持按制度管档。各村在做好平时立卷归档的

同时，及时清整历史遗存档案，杜绝各种将档案据为己有和

借各种理由拒不归档的行为，避免在村“两委”换届选举、行

政村隶属关系调整等特殊时期出现档案随意处置、档案散失

等违法违纪行为。第三，建立档案安全防范机制，做好日常

档案安全检查，定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确保档案安全。 

抓住“用”这个目标。加强档案基础业务建设，为方便快

捷地利用档案创造条件，确保档案用得方便、用出实惠。各

村通过规范档案整理、编制各类检索目录、开展档案数字化

等工作提高了查档的高效性，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

盾和纠纷，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难题提供档案支持，增强了群

众在档案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为使全区各村都做到规范建档，采取了以点带面，典型

引领的做法，以既突出特色，更要基础工作扎实为标准，在

各街镇着力打造了 20 多个亮点村，为推动全区村级规范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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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经验。例如，精武镇付村，以户为单位将村民的各种

证件、证明材料、获奖情况、人口情况等信息收集整理成村

民档案，为村务管理工作服务，收到良好效果；大寺镇大任

庄村、门道口村，将档案进行了全文扫描，提高了村级档案

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在打造亮点村的基础上，把亮点村的经

验推广到所有村，其它村通过效仿学习，全面提升了西青区

档案工作规范化水平。 

四、效果及影响 

通过全面夯实基础档案工作，西青区各村全部建立起规

范的档案工作，达到“八个一”的工作要求（即每个村都有一

个档案工作领导机构、建立了一套档案管理制度、配备了一

名档案管理人员，设立一间综合档案室，配置了档案柜及办

公设备，配备了一台档案专用电脑，收集整理了一套反映时

代变迁的特色档案，编撰了一本村志），有力促进了档案资

源的开发利用，并在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效。 

（一）深入挖掘村级档案，全国首家实现村村编史修志目标 

为避免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民俗文化的消失，西青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2017 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村村建档修志工程”，制定了《西

青区村村建档修志工程实施意见》及相配套的工作要求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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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标准。在全国首家实现了村村编史修志的目标，全区 159

个村全部完成村志编修，《潘楼村村志》《吴庄子村村志》

《东碾砣嘴村志》已经公开出版，其它各村村志正在校对印

刷中。其中《王兰庄村志》和《凌庄子村志》获得中国名村

志文化工程荣誉并入围全国 26 部首批名村志。通过大规模的

编史修志，叙说村史，留住乡情，激发了群众爱国爱家乡的

情怀，使得西青的历史得以传承、记忆得以延续。 

 

 

 

 

 

 

 

 

 

 

（二）升级档案基础设施，打造“村史馆”红色教育基地 

持续加大对档案工作的资金支持，配置档案设施，改善

村级档案库房条件。全区 159 个村均配置了档案专用电脑和

档案管理软件，基本建成了室藏各门类载体档案目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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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推进了室藏档案数字化工作，为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打

下坚实基础。凌庄子村、付村、门道口村等具有一定经济基

础的村庄还利用室藏档案建设了村史馆，通过文字、图片、

实物、影像、沙盘、VR 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农村发展历

史、民俗文化，还原乡村历史记忆，留住美丽乡愁，成为村

民和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重要阵地。 

 

 

 

 

 

 

 

 

 

 

（三）丰富村级档案资源，服务解决百姓切身利益 

多年来，通过整理历史遗存档案、规范留存档案的基本

类别、对档案保管条件和管理手段提出基本要求，真正做到

了村级档案存得下来、管得安全、用得方便。截至目前，全

区各村共规范建档 58.8 万余盒，收集不同时期老照片 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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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张，老物件 2 万余件，家谱档案 128 族 129 册，田房地契

1374 张。录制反映乡村历史及乡风民俗的影像资料 4300 余

个，撰写村志 159 部。 

 

 

 

 

 

 

 

 

 

 

 

（四）促进档案开发利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详实的档案为乡村治理工作提供了原始凭证和材料支

撑。各村充分发挥档案的凭证作用，在为群众消除疑虑、解

决村民矛盾纠纷、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例如：精武镇付村李成水同志在享受退休老干部待遇的任职

年限上存在异议，需要调阅其任职期间的资料，以便调整老

干部待遇职级。付村档案室工作人员通过在村档案室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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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7 年间十几位干部的任职文件，调阅所有与李成水

同志的卷宗，最终查找出有效档案，证明李成水同志连续任

职经历，使其享受了应有的退休干部待遇；辛口镇下辛口村

通过查找档案室留存的纸质档案记录，为全村 188 名村民退

还养老基金，合计 21 万元；王稳庄镇在协调解决李港铁路改

线工程小孙庄村占地问题过程中，通过查阅 1970 年至 1991

年间与地方铁路局、李港铁路工程指挥部等单位“土地纠纷”

征地、占地工程承包的合同、协议、裁定书、报告等材料，

逐步正本清源，理清了该地块的土地界址和临界问题，解决

了占地纠纷。 

农业农村档案是推进村务公开、维护基层干部和农民合

法权益、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力工具，西青区将继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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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档案规范化建设，为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贡献档

案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