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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elp rural development, excavate existing resources, especially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create characteristic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can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rural areas,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e local income, and realiz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bu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rocess, such 
as relatively scattered archives management, lack of 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not in plac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rass-roots departments 
to pay more atten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integrate th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help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research work in this paper, the 
opportunit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analyzed, and several effectiv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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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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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力乡村发展，挖掘现有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打造特色档案管理体系，可以拓展农村的发展
空间，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当地收入，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开展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尤为重要，然而在具
体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例如档案管理相对分散，缺乏完善管理机制，信息化建设不到位，并不利于乡村振兴的进一
步推进。因此需要基层部门提高重视，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建设，发挥档案管理的优势，整合现有资源，助力于乡
村振兴。基于此开展论文的研究工作，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有效的
解决措施，加强档案管理。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

【作者简介】孙云红（1979-），男，中国贵州毕节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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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档案鉴定与保护等研究。

1 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

地区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展

乡村振兴工作，需要认识到乡村所包含的文化遗产资源，通

过充分挖掘合理利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份助力。这就需要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提高群众和基层部门的重视，开展集中

管理，整合各项资料并开发数字资源，加强信息化建设，形

成专属的文化遗产档案内容，结合乡村的发展情况制定完善

方案，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增长。

2 乡村振兴对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机遇

2022 年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推进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坚持推进文化

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更加注重扎根

于基层，挖掘乡村的各项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加强保护

力度和文化传承工作，打造特色资源，也能带动经济增长，

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基于此，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制度，

引导乡村振兴开展特色资源保护工作，开发传统村落，整理

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模式，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形式，也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1]。在此背景下开展文化遗产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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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建设，对于发展乡村经济推动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借助于乡村振兴，整合各项资源

发展文化遗产，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实现经济

增长的有效路径，是传承文化的必然选择。

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中
的问题

乡村文化遗产档案是呈现中国乡村发展历程的重要形

式，是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依托。但是在乡村文化遗产

档案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管理意识薄弱、管理体制不健全、

信息化建设水平低以及缺乏人才支持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

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3.1 管理意识薄弱
乡村振兴工作中，将文化遗产资源的整理和档案建设

作为重点内容，然而在一些地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对档案

的建设意识相对薄弱，使得文化遗产档案分散零碎，得不到

群众的重视，基层管理工作也难以发挥成效，并不利于文化

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对文化遗产

的相关宣传不到位，群众认识不足，因此也会影响到档案管

理建设的推进。

3.2 管理体制不健全
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各地区呈现了不同的特色，在

进行档案管理时需要根据相应标准和国家要求完善档案建

设，归纳整理各项资源信息，然而目前来说，在一些地区的

档案管理整体建设并不健全，对归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其

中一些文化遗产的定义不明晰，因此在前期资料收集和调研

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会影响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管理

系统的建设 [2]。而在该方面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一般来说，

由当地主管文化的部门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档案馆

的建设往往被排除在外。对文化遗产的界定不够清晰，导致

工作出现矛盾 . 相关管理制度并不健全，无法应用于实际工

作中，从而影响到前期调研和后期的保护发展工作。

3.3 信息化建设水平低
档案管理工作朝着电子档案方向发展，通过加强信息

化建设构建电子数据库开发数字资源，可以对资料进行备

份，加强保管，也便于合理利用，提高利用率。然而目前来说，

在很多农村地区经济并不发达，针对档案管理建设方面的投

入资金力度不足。缺乏足够资金的支持，大部分的档案管理

依旧采取传统的模式，虽然也进行了信息化建设，但整体水

平比较低 [3]。日常使用的相关软件功能滞后，信息的安全性

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质量。

3.4 缺乏人才的支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开展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工作，不

仅要档案管理人才的支持，同时还需要文化遗产的相关人

才，做好实地调查工作，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信息，

为档案管理提供重要依据。然而目前来说，在该方面工作中，

缺乏足够人才的支持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一

些工作人员的水平不足，观念相对于传统滞后。一些文化遗

产的传承人后继无人，很多资料和记忆早已失传，增加了信

息收集整理的难度。

4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
有效对策

基于上述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对问题

的细致分析，要想有效提升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效

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推进乡村振兴的实现，就需要从强

化管理意识、健全管理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及做好人员

培训等方面入手，针对性地解决目前的困境。

4.1 强化管理意识，集中管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部门需要充分认识关于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的相关任务，强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并

学习更多经验，结合自身情况，加强档案管理建设。在当地

进行了宣传，提高群众重视，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在当地进

行有效调查工作，集中整理各项文化遗产的资料，丰富档案

资料馆的相关内容，从而完善数据库的建设。地方政府还

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组织规划工作，派遣专门人员，

在各乡镇基层开展深入调研工作，能够收集更多有价值的信

息，完善文化遗产档案的建设，改变以往分散管理的局面，

提高对文化遗产的利用率 [4]。例如民间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一种特殊的档案，只有通过鉴定确定价值才能开展更加

系统完善的收集整理。否则相对零碎，难以体现出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在具体的收集工作中开展系统的梳

理，在当地的剧团档案馆、图书馆、非遗中心等整合各项资

料，了解民间戏剧类的具体内容和资源特色，要注意主题的

多样性和层次性，通过系统梳理对民间戏剧非遗建立一定的

理解认知，便于后续顺利开展资料的收集工作，实现档案的

集中管理，做好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4.2 健全管理体制，提高效率
为了确保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还需要地方政府提高重视，加强管理体制方面的建设，提高

各项工作效率。首先要完善关于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规章制

度，明确收集标准、档案人员的各项岗位要求等内容，弥补

原有档案管理的不足之处，能够形成对工作人员的约束和引

导。其次要加强各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配合文化遗产档案

管理工作。为文化遗产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传承保护等提供一

定助力 [5]。例如在开发整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明

确相关的鉴定标准。一些文化遗产的鉴定标准并没有明确的

界限，界定不清晰，也会影响到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的建设。

因此要明确各类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定标准，衡量档案

的价值。注重前期工作的全面建设，仔细鉴定档案内容，划

分档案等级开展分类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文化遗产的档案

资源库。例如，云南包含了各种文化遗产，并将其与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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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促进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更

加注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设，成立专门档案，挖掘整体特

色，开设不同的项目，打造特色景区。游客可以通过多种体

验来感受云南文化遗产的魅力。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各部门

的配合和支持，因此针对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还需要

健全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具体职责，通过相互配合，完

善档案管理建设，形成系统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4.3 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发资源
信息化系统是开展档案管理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要满足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因此档案部门要注重加强各方面

的建设，实现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创新工作方法，更好地应对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资

金的支持，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

打造一体化平台，能够实现各部门的沟通交流上传信息，实

现共享。在该平台的支持下，完善档案数字资源库的开发和

利用，建立专门的网站收集整理关于文化遗产的资料，储存

其中，为相关部门的合理利用提供便利 [6]。数字化保护工程

的建设相对成熟，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应用数字

化保护工程，采集数字化样本，并形成更加精细的数字化资

源，在互联网中得到有效推广，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遗

产的内容。将文化遗产逐步打造为城市的名片，不仅可以实

现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还能实现文旅融合，促进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例如壮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十分注

重档案数字化建设，开发数字化资源，打造成为城市特色。

因此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开发多样化的数字化产品，建立

了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为传统文化的展示提供良好的平

台实现信息的交互。同时在各大景区建立了非遗 VR 体验馆，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加真实的体验，感受

壮族非遗的魅力。在档案管理建设方面，可以将非遗档案互

动体验与现代商业相结合，打造良好平台，实现壮族非遗在

互联网中的快速传播，获得更多受众，打造相应的文化消费

品并积极宣传城市旅游项目，逐步发展为当地的相关产业增

加当地收入。

4.4 做好人员培训，提供保障
文化遗产的档案保护工作，离不开人才的支持，为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也需要更多人才参与其中，因此

在加强档案保护建设方面，也需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做好档

案人员、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等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档案人

员的综合素质，能够使他们转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文化遗产

的重要性，运用各种先进的手段收集整理，关于文化遗产的

资料内容，开展系统化的档案建设。也需要注重人才引进，

严格准入门槛，选拔优秀人才，为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也需

要与当地的文化遗产手艺人及时沟通交流，了解文化遗产的

发展现状，总结其中的发展困境和整体特点，为档案管理提

供重要依据 [7]。加强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管理建设，明确具体

的发展方案，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份助力。例如，基层职能部

门派遣专门人员深入各乡村开展调研工作，组建高素质的团

队。在人才的支持下，在乡村充分挖掘各类特色，寻找可以

发展的文化遗产内容，加强档案保护工作。可以发展传统村

落项目，结合当地的历史发展资料，民风民俗，非遗种类等

多项内容开展综合分析，形成专门的发展方案，在方案的支

持下，明确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重点，强化品牌发展战略，

打造特色品牌，改善村容村貌，构建文化故事，推动传统村

落与文旅相结合，从而助力档案文化的建设。

5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源，各

乡村发展中需要提高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通过加强资料的收

集完善档案建设，可以明确文化遗产的特点和方向，为乡村

振兴发展提供支持。开展系统化的规划工作，建设数字化资

源，能够为游客带来更多惊喜的体验，获得越来越多受众的

支持，助力经济增长也能进步，为档案管理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指明未来方向，加强档案管理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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