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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金融史是百年党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

产党的奋斗轨迹。新时期做好国有金

融机构红色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

作，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市场相互协

作、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坚持和加强党对红色历史资源保

护工作的领导，坚持依法依规保护利

用。加强红色历史文物保护利用，传

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

度，明晰各方权责。进一步完善文物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产权法定、

权属清晰、统一登记、权责明确、权

能完整，为红色历史资源的保护与传

承奠定基础。出台国有金融机构红色

历史资源保护利用指导意见或相关规

定，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责任边界，并

强化政策指导和专业培训，充分发挥

国有金融机构在红色历史资源保护工

作中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

正向激励作用。文物保护法规定，对

于认真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保

护文物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由

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建

议出台财税激励政策，对于认真执行

文物保护和管理规定的国有金融机构

给予适当财政补贴 ；对于国有金融机

构因拥有文物类建筑而产生的房产税

等相关税费按一定比例减免征收或征

收后返还，减免或返还税收专项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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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金融机构文物保护修缮工作。

强化国有金融机构对红色历史资

源保护利用工作的职责，探索建立企

业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效机制和具体路

径。一是增强国有金融机构文物保护

意识。红色历史资源承载民族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是革

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国有金融机构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敬

畏之心对待红色历史资源，以保障红

色历史文物绝对安全为底线，持续提

升红色历史资源保护意识，助力构建

红色历史文物价值传播体系、红色精

神谱系和中华民族文明标识体系。二

是完善国有金融机构红色历史资源保

护管理体制机制。在国家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基础上，建立符合国有金融机

构自身经营管理特点的红色历史资源

保护管理办法。加强集团总部统筹管

理，由总部建立红色历史资源保护专

项资金，专款专用于受损红色历史文

物修缮工作，确保各级机构红色历史

文物都能得到及时维护和修缮。夯实

分支机构主体责任，明确管理流程，

加强日常监督，建立统一登记、专人

负责、安全巡查、维护修缮等工作规

程，确保制度落实到位。三是加强国有

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国有金融机

构要将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企业文

化建设、员工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载

体，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利用革

命旧址，依托红色历史资源，因地制

宜建设党性教育基地，通过举办红色

金融讲座、拍摄专题片等方式，做好

红色金融文化宣传，将红色历史资源

打造成为一张张亮丽的“金融名片”。

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红色

历史资源保护格局，推动红色文物保

护工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

是政府可与国有金融机构联合开展相

关公益活动，指导和支持国有金融机

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

形象 ；鼓励国有金融机构与社会其他

力量开展灵活多样的深层次多领域合

作，在遵守文物保护规定的基础上，积

极探索合作共建文物保护和利用新模

式，有效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红色

历史资源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加强对

红色历史资源的宣传报道力度，激发

社会公众参与保护红色历史资源的热

情。二是国有金融机构应以红色历史

资源为载体，融合文化、历史、旅游等

元素开展宣传活动，加强特色建筑保

护与利用（如营业网点、展馆、活动中

心等），通过构建文化传承纵向渗透与

产品服务横向推广的立体传播网络，

让红色历史资源“活起来”，既减轻文

物保护财政投入压力，又有助于构建

企业独特竞争优势，推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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