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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规范档案收

集、整理工作，有效保护和利用档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
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档案收集、整
理、保护、利用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
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
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
记录。

第三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
导。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档案工
作，把档案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将档案事业发展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确
保档案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所属单
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的档案工作开展监督
和指导。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档案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
开展监督和指导。

市、区县（自治县）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档
案管理需要，加强对本行业档案工作的指导。

第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应当履行档案工作主体责任，确定档案机构
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对
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开展监督和指导。

第六条 本市档案馆分为地方国家档案馆、
部门档案馆和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地方国家
档案馆包括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配备与其职责和规模
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收集本馆分管范围内的档案；
（二）按照规定整理、保管档案；
（三）依法向社会开放档案，并采取各种形式

研究、开发档案资源，为各方面利用档案资源提
供服务；

（四）开展宣传教育，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和历
史文化教育功能。

部门档案馆和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参照前
款规定依法履行相应职责。

第七条 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以及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为档案工作
人员的教育培训、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等提供条
件，不断提高档案工作人员业务素质。

第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和档案馆应当加强档案宣传教育和开发
利用工作，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增强全
社会档案意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功能。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依法开
展档案公益宣传，营造关心和支持档案工作的社
会氛围。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究和技术
创新，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人才培养，促进
科技与档案工作紧密结合，推动科技成果在档案
工作中的转化和应用。

第十条 本市加强与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档案工作的交流合作，重点围绕长江经济带发
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建立跨区
域档案工作协作机制，促进档案资源共享。

第二章 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 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形成

档案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
当建立档案工作责任制，确定档案工作组织结
构、职责分工，落实档案工作领导责任、管理责
任、执行责任，健全单位主要负责人承担档案完
整与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相关制度，依法健全档
案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
保存价值的下列材料，应当纳入归档范围：

（一）反映机关、团体组织沿革和主要职能活
动的；

（二）反映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主要研发、建
设、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以及维护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权益和职工权益的；

（三）反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乡社区治
理、服务活动的；

（四）反映历史上各时期国家治理活动、经济
科技发展、社会历史面貌、文化习俗、生态环境
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归档的。
非国有企业等单位依照前款第二项所列范

围保存本单位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归档范围和
档案保管期限，经同级档案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施行。单位内设机构或者工作职能发生重大变
化时，应当及时调整，经同级档案主管部门重新
审核同意后施行。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内
设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纳入归档范围的文
字、图表、声像等材料收集齐全、规范整理，定期
交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
任何内设机构和个人不得拒绝归档或者据为己
有。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
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建立档案台账，清
点核对档案，做到账物相符。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应当做好档案保管工作，制定档案安全应
急预案，提高档案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按照国家
规定配置符合档案安全保管要求的库房和设施
设备，对重要、珍贵档案强化保护措施，对特殊载
体档案采取特定保护措施；加强涉密档案安全管
理，定期检查档案保管状况，及时处理发现的问
题，并记录检查和处理情况。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向档案馆移
交档案，档案馆不得拒绝接收。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应当加强建设项目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档
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按照规定进行档案验收、
鉴定，并向有关档案馆或者单位移交档案。

市、区县（自治县）重点建设项目、重大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单位应当自通
过验收、鉴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将档案管理情况
向同级档案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档案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
案工作清单，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重大活动和
突发事件档案工作。

重大活动承办单位、突发事件应对单位应当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在制定重大活动工作方案、
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时，应当明确档案工作责
任部门、人员及职责、档案的形成及管理要求，将
档案部门纳入成员单位，加强档案的收集、整理、
保管和移交工作。

重大活动承办单位、突发事件应对单位为临
时机构的，应当于工作结束九十日内，将形成的档
案移交同级地方国家档案馆或者有关主管部门。
未完成档案移交的，责任人员不得擅自离岗。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编制重大活动、突发事
件档案专题目录，加强研究整理和开发利用，可
以提前介入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档案工作，在征
得现场组织指挥机构同意后，以适当方式收集档

案资料。相关单位应当对编制重大活动、突发事
件档案专题目录等工作予以配合。

第十八条 档案馆应当制定档案收集范围
细则和工作方案。

档案馆可以通过接受捐献、购买、代存、交换
等方式向社会收集重要、珍贵档案，通过采集口
述历史等方式补充档案资料。

第十九条 档案馆应当加强馆藏档案管理，
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制定档案安全应急预
案，编制馆藏档案目录，采取有效措施保管和保
护馆藏档案。

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应当定期对本单位保管的保管期限届满
的档案进行鉴定，形成鉴定工作报告。

经鉴定仍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应当重新划定
保管期限并作出标注。经鉴定需要销毁的档案，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销毁。

禁止篡改、损毁、伪造档案。禁止擅自销毁
档案。

第三章 档案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分期分批向
社会开放档案，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

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由地方国家档案馆会
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共同负责。市、区
县（自治县）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国家
档案馆馆藏档案开放审核工作的统筹协调。

尚未移交进馆档案的开放审核，由档案形成
单位或者保管单位负责，并在移交进馆时附具到
期开放意见、信息公开情况、密级变更情况等。
对到期不宜开放的，应当一并说明相关理由。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身份证、护
照、介绍信等合法证明利用地方国家档案馆已经
开放的档案。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
公民根据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
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地方国家
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
公民利用地方国家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应当经
保管该档案的地方国家档案馆同意，必要时，地
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
单位同意；利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保管的档案，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或者保
管单位的同意。

利用档案涉及知识产权、个人信息的，应当遵
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创新档
案利用服务形式，提高档案利用服务质量，为馆
藏档案利用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发挥主体作用，对
保存的档案依法有序进行开发利用。

向档案馆移交、捐献、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
人，可以优先利用该档案，并可以对该档案中不
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
馆应当予以支持，提供便利。

第二十四条 档案馆提供社会利用的档案，
应当逐步实现以复制件代替原件。载有档案保管
单位签章标识的档案复制件，具有与档案原件同
等的效力。

第二十五条 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应
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
关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公布。

第二十六条 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委托档案服务时，应当对档

案服务企业开展档案整理、开发利用、数字化加
工等进行全程监督和指导，确保档案安全和服务
质量。

档案服务企业应当具备与从事档案服务相
适应的场所、设施设备、专业人员和专业能力，严
格遵守安全保密规定，确保档案安全和服务质
量，接受档案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二十七条 鼓励档案馆与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新型智库以及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加
强开发利用，强化资政编研，推动资源共享，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档案服务。

第四章 红色档案保护和开发
第二十八条 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红色档案保护和开发利用，发挥红色档案
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中的重要作用。

本条例所称红色档案，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的，具有历史
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档案。

第二十九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以及其他档
案保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对保管
的红色档案进行整理，建立红色档案目录，向同
级档案主管部门归集。

市档案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开展珍贵红
色档案认定工作，建立本市珍贵红色档案目录，
并将符合公开条件的珍贵红色档案目录内容予
以公布。

第三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档案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红色档案征集机制，地方国家档案馆以
及其他档案保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红
色档案征集工作。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收藏的红色档案捐赠或
者出借给收藏、研究单位进行展览和研究。收
藏、研究单位应当尊重捐赠人或者出借人的意
愿，对捐赠或者出借的红色档案妥善收藏、保管
和展示。

第三十一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以及其他档
案保管单位应当加强对红色档案的保护，建立红
色档案保护工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红色档
案安全。

发现红色档案可能严重损毁的，应当立即采取
措施予以保护，并及时向档案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属于珍贵红色档案的，档案主管部门和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指导、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三十二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以及其他档
案保管单位应当加强对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和
红岩精神的研究，通过举办红色档案专题展览、
创作红色主题作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等方式宣
传红色档案，深入挖掘红色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精
神内涵，发挥红色档案凝心聚力、铸魂育人的功
能作用。

鼓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人依法利用红色档案开展理论研究和文
艺创作。

第三十三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按照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结合重大纪念日和重大历史
事件纪念活动，展示有关红色档案。

鼓励其他档案馆和档案保管单位向社会展
示所保管的红色档案。

第五章 档案信息化建设
第三十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积极推动档案数字化转型。档案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第三十五条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加强办公自动化系统、业务系统归档
功能建设，并与符合国家关于网络安全、数据安
全以及保密等规定的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相
衔接，实现对电子档案的全过程管理，确保电子
档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

第三十六条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加强对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电子
文件的管理，按照电子档案管理要求，逐步推进
以电子形式归档、备份、移交。

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可
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

第三十七条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通过符合安全保密管理要求的网络
或者存储介质向地方国家档案馆移交电子档案。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对接收
进馆的电子档案进行检测，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
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

第三十八条 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展纸质、照片、录音、录
像、实物等各类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工作，应当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建设专
用局域网络，配备档案数字资源存储、安全保护
等基础设施设备，建立档案数字资源库，确保档
案数字资源的长期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

市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全
市档案数字资源归集汇总。

第四十条 市档案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建立
全市档案数字资源共享利用平台，促进档案数字
资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共享利用。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将符合要求的档案数
字资源接入共享利用平台，推动档案数字资源开
放共享，并确保档案数字资源利用安全。

鼓励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
时将与民生有关的档案接入共享利用平台提供
利用。

第四十一条 鼓励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数
字档案馆（室）建设。

鼓励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加强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区块链等
智能化技术应用，开发数据交互、主动推送等智
慧场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

第四十二条 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健全档案数字资源安
全管理制度，按照数字资源的重要程度，分级采
取技术手段实现长期安全保存。

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重要档案数字
资源进行异质异地备份保管。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地方国家档案馆和机关、群团

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同级档案主管部
门报送本单位年度档案工作情况。区县（自治
县）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向市档案主管部门报送本
行政区域年度档案工作情况。

第四十四条 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对档案馆
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执行
档案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围绕下
列档案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一）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
（二）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
（三）珍贵红色档案；
（四）发生机构变动或者撤销、合并等情形的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
（五）其他需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的档案。
第四十五条 档案主管部门与其他相关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执法协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
联合执法等方式，加强档案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篡改、损
毁、伪造档案等违法行为，有权向档案主管部门
和有关机关举报。

接到举报的档案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应
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档案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未按照规定报送本单位年度档案工
作情况，未按照归档范围收集、整理、归集档案，
未明确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等，可以通过警示提
醒、约谈等方式，要求限期改正。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档案
主管部门报告整改情况。

第四十八条 重大活动承办单位、突发事件
应对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完成档案移交的，
由档案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由有关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九条 档案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档案工作
法定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25年7月1日起施

行。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同时废止。

重 庆 市 档 案 条 例
（2025年5月29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档案条例》已于2025年5月29日经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5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六届〕第81号

公告
兹有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69945498N（原重庆国博广告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80154367A）与杭州星朵浟宸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8ULKP0F，于2022年10月11日签订的《YUE-Sports重庆国博青少年体
育中心游泳机构合作协议》（渝国博传播合【2022】T字039号），决定自2025年05月30日起解除。自解
除之日起，双方合作关系终止，杭州星朵浟宸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不再对重庆国博青年少体育中心游泳馆
行使经营权，其与任意第三方之权利义务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公告
兹有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69945498N（原重庆国博广告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80154367A）与厦门启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1QT9U7L，于2023年4月7日签订的《YUE-Sports重庆国博青少年体育
中心篮球培训机构合作协议》（渝国博文展合【2023】T字007号），决定自2025年05月30日起解除。自
解除之日起，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厦门启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不再对重庆国博青少年体育中心篮球馆行
使经营权，其与任意第三方之权利义务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上接1版）
“‘国潮’饮食文化一直存在，只是曾一度被

各种新潮流掩盖。”在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吴江文看来，饮食文化在符号化过
程中，载体创新会受到关注，进而形成风尚。将
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传承
场景，值得肯定。

游“国潮”
回归深度文化体验

传统元素与时代潮流碰撞交融，势必成为拉
动消费的新引擎。记者走访发现，这个假期，民
俗小城游、国潮体验等新场景层出不穷。

5月31日下午，渝中区大坪时代天街附近
的一家手工体验店，老板蔡霞正在和4名顾客

一起穿针引线制作端午香囊。“除了传统的艾
叶、薄荷等填充物，今年我们创新加入了白芷、
决明子等中药材。”蔡霞告诉记者，端午假期三
天的香囊制作体验项目，均在节前就预约满
了。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龙舟经
济”也催热了国潮游。美团旅行数据显示，5月
以来，“龙舟基地”搜索量同比上涨216%，“龙舟
文化园”搜索量上涨147%。

今年端午假期，在重庆江津、武隆、开州、铜
梁、潼南等地都相继举行了赛龙舟活动，吸引大
批游客观赛、消费，对本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
消费带动效应明显。

李然表示，游“国潮”的本质是对传统文化的
探寻。在经历了快餐式旅游消费之后，人们会慢
慢回归到深度文化体验上来。

（上接1版）
这是板桥镇连续第14年邀请居民一起共

庆端午。作为具有300余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镇，
活动当天，板桥镇在川剧变脸、川剧吐火、汉服
秀、杂技顶凳子等精彩表演中，穿插竹编、剪纸、
腰鼓、泥鳅灯等非遗文化，烘托出浓浓节日气氛。

除了传统的包粽子比赛，板桥镇老街也亮
点纷呈，本土的调味料、脆李、玉米、手工面等农
特产品及剪纸、香包等文创产品，形成了特色市
集，引得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老街旁的柳溪河上，一场竹筏音乐会精彩
上演。随着竹筏在水面滑动，身着汉服的演员
立于船头，用一出《沧浪行》实景剧带领游客穿
越千年，追忆屈原。

“为了进一步增强体验感，端午假期我们还
推出了游园剧本杀《廊桥十二载》。”板桥镇相关

负责人说。

渝中区：
开展40余项消费主题活动

渝中区以“童趣、趣玩、趣逛、趣购”为核心，
开展了40余项消费主题活动，5月29日—6月4
日，端午消费盛宴席卷渝中商圈街巷，点燃全城
消费热情。

“互动体验·趣玩”强化端午节仪式感、氛围
感。重百大楼化作“舌尖上的重庆”，荣昌卤鹅、
奉节脐橙、涪陵榨菜等38个区县的风味特产齐
聚山城掌柜·烟火市集。鹅岭贰厂文创公园、解
放碑英利大融城等城市地标也推出“端午宠萌
嘉年华”、首届人宠极速双人跳、全职猎人国风
茶会等趣味活动。

贯穿节庆的文化体验也精彩不断。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非遗文化艺术·寻迹匠心节”打造
五感疗愈街区，玩转漆扇、二胡、掐丝珐琅、竹
编、陶艺等非遗技艺，Tikan音乐会第二季联动
重庆知名厂牌奏响夏日旋律。协信星光妙塘的

“端午祈妙游”精彩上演粽叶祈福、雄黄点额、竹
编龙舟等活动。

一系列“惠民促销·趣购”活动让消费热情
在重磅福利中持续升温。5月30日，设计师轻
奢珠宝品牌HEFANG珠宝、FILA ICONA西
南首家城市旗舰定制店开业亮相，带来珠宝和
运动的高端零售体验；龙湖重庆时代天街开启

“66天街欢抢节”，年中最大补贴力度和品牌年
中独家活动持续加码消费；重百大楼、时代广
场、环球购物中心、重庆印象城、新世纪百货解
放碑商都、苏宁易购均推出大力度满赠活动，带
给市民不一样的假期消费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