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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规范》解读

《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

规范》（DA/T 34 — 2005）于2005年8月30

日发布，并于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至今

已颁布实施14年。该标准在各级国家档

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活动、履行

职能、发挥作用等方面起到了引导和指

导作用。为适应新形势下档案工作新要

求、进一步强化各级国家档案馆教育作

用、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工作规范、促进国家档案馆事业可

持续发展，2017年5月，国家档案局提出对

DA/T 34 — 2005的修订工作并由北京市

档案馆承担。2019年3月4日，经全国档案工

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经国家

档案局批准，《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工作规范》（DA/T 34 — 2019）（以

下简称《规范》）正式发布，并于2019年9月

1日起实施。

修订意义

1.适应新形势下高标准、高要求

爱国主义教育事关“培养什么人”的

深刻命题。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上下功夫。这对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工

作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教育、加强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当代中国爱国

主义精神、继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

新形势下，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

要强化档案馆为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服务、

为社会各界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在

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管理标准、开展教育

活动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改革创

新。这就要求各级国家档案馆在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方面寻求新突破、展现新作为。

《规范》的修订对于国家档案馆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与社会需求同步发展有着重

大的现实意义，使档案馆的资源优势在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转化为明显的实力

优势，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好新形势下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加强教育基地建设提

供了基本遵循。

2.加强和规范工作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着

特殊的要求和工作规律。档案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在开展各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中，既要准确把握好教育的内涵和特点，

还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教育规律，从而

不断加强和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

《规范》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

对新形势下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工作进行了规划与研究，系统表述了各级

国家档案馆教育基地的职能定位和工作职

责等问题，探索其开展活动的有效途径和

方法，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提炼，提出

了国家档案馆教育基地开展工作的基本原

则，并对教育基地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扩展研究，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开

展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3.体现对基本规律的认识

修订过程中，《规范》对国家档案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目标、任务、流

程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术语表述、基本

原则确定、新增内容均为当前工作中的热

点及发展重点。在基于深入分析全国各级

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开展

20多年来所积累的实践经验、研究探索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对博物馆、展览馆等

相关行业爱国主义基地比较分析的基础

上，《规范》从本质上研究探索、总结提

炼出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工作

原则、工作任务及工作内容等。

修订思路

1.体现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

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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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展”；二是对部分文字描述进行修改和

完善，力求文字表述准确、清楚。

“其他活动”中增加“国际档案日”，

并将原来内容进行重新分类，整合归纳为

“中小学档案社会实践活动”“主题教育

活动”。

“服务规程”中主要是增加了“运行管

理”，并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

删除“场所、设施和环境”，并将其中

内容整合到“规章制度”“服务规程”等相

关内容中。

对原有5个“附表”进行了修改、合并、

精简。根据《规范》内容顺序调整了附表

顺序，制定“展品选用（归还）登记表”“国

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品总登记

簿”“观众调查表”，简化相关内容并对具

体要求进行说明。

创新点

1.严谨性和科学性

《规范》深入分析档案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工作内容和开展工作的内在规

律，清晰界定各项工作内容和原则，表述

严谨，为新形势下各级国家档案馆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职能定位、工作职责、开展

活动的途径和方法等提供了遵循，符合教

育基地的内在科学规律，起到科学指导的

作用。

2.针对性和实用性

《规范》为指南性的工作手册，既有对

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宏观原则性的规

定，也涉及对实际开展工作和操作过程的

详尽指导，兼顾了针对性和实用性。

3.创新性和前瞻性

《规范》内容全面，突出创新与发展

的理念，筑牢文化自信根脉，在挖掘档案

文化核心价值、创新推广模式、提升影响

力等方面具有引领作用。《规范》还具备

一些前瞻性条款，有些档案馆由于条件所

限，目前也许还达不到《规范》要求，但教

育基地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这些条款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起到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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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文化自信就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对

本时代的主流文化有认同感、归属感和自

豪感，不忘历史、不忘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

发展的观念基石。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工作要充分体现文化自信，因此在

《规范》修订中，力争在各方面实现爱国主

义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功能，体现文化自信的

特点。

在《规范》中，确定了教育基地的指导

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工作要求。新形

势下，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有了

更多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既要突出档案

馆所具有的档案资源丰富的特殊性，也要

突出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工作，要突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人类文明，传播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道

德和科学文化知识。

2.适应新变化、新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工作环境、工作内容等各方面均发生了

一些变化，《规范》的修订力图体现这些变

化，并能适应工作发展需要。

在总结多年来档案馆教育基地工作的

基础上，《规范》要求档案馆要对公众群

体进行细分，并了解服务对象需求。当今时

代，公众的需求是复杂多元的，可获取服

务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档案馆，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

势，开展符合各类群体需要的工作，以丰富

多样的活动吸引公众。

突出新媒体在教育基地工作中的地

位。《规范》新增了关于新媒体方面的内

容，如“移动客户端展览”，体现档案馆办

展方式的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了展览形

式和手段。不仅如此，还考虑了数字化展

览形式，利用互联网传播媒介，以数字形式

二维或多维展出档案信息，即时便捷，更

加贴近公众需求，吸引青少年群体观展。

对自身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档案馆教

育基地的工作不仅接受属地教育基地管理

部门的考核，还要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的指导。《规范》对教育基地自身工作提出

全方位要求，对机构设置、主要职责、人员

素质有明确要求；对工作流程、岗位职责

有清晰界定；对服务标准、履行职能、运行

管理有具体标准；对开展活动方式有多种

可借鉴参考。特别是新增了“考核评估制

度”，要求教育基地建立考核评估制度，强

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所在地主管部门

的绩效考核评估和财政部门要求的资金使

用绩效考评。

对DA/T 34 — 2005中仍适用于现行

工作的内容条款保留不变。

修订内容

主要修订以下10个方面内容：

“规范性引用文件”按照现阶段正在

执行的相关标准情况进行调整。

“术语和定义”中有2点修改：一是

增加了新的展览形式，如“移动客户端展

览”“特藏展”；二是根据工作变化对部分

术语和定义进行修改完善。

“总则”中增加了“指导思想”，将工作

要求与活动形式内容以及各项活动中的基

本原则、基本要求进行整合，并根据工作

需要对部分文字描述进行修改，对部分内

容进行补充和完善。

“机构职责”中根据工作需要对“主

要职责”部分文字描述进行修改、补充和

完善。

“规章制度”改为“工作制度”，对部

分内容进行整合，主要有4点修改：一是

将“展品征集移交制度”和“展品管理制

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内容整合为“展

品选用及管理制度”，并修改部分文字

表述；二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内容，增加

“考核评估制度”；三是根据工作需要对

“展厅管理制度”“接待讲解制度”“文

件归档制度”部分文字描述进行修改和完

善；四是删除不适宜的内容，如“展览开

放制度”。

“档案展览”中有2点修改：一是增加

新的展览形式，如“移动客户端展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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