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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  抓好落实  高质量完成修志任务 

——赵岸青在部分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有机会参加这个会感到很高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的史

志编委会，主要是晓煜同志在工作。应该说煤炭部撤销之后，再搞这

个工作难度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协调压力非常大。显政同志是咱们这

个委员会主任，具体分管的是之鹏书记，担子落在晓煜头上。我感觉，

工作推到现在，功不可没。晓煜主任值得我们高度尊重。晓煜主任是

在煤炭部，在安监局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建立了许多的功业，

大家都是公认的。他退下来以后，做了史志这个事业是他一生中最重

要的贡献。对国家也好，对行业也好，对广大的煤矿工人，这是他做

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最大的一项工作。同样，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志，

现在都从事着这项工作。我一直这样认为，一生当中我们有一次机会

从事史志工作，是一项非常光荣、有意义的事业。这项工作几乎不亚

于我们一生中从事的其他任何工作。煤炭是个大行业，几百万煤炭职

工用鲜血和生命所创造的历史，用辛勤和智慧所写下的历史要通过我

们把它表述出来，传之后人。因此我感到，这项工作做好了，无论对

我们在职的同志，还是对我们已经退居二线的一些老同志，意义非常

大。我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也任副会长，史志工作方面挂了个文献委

副主任名头。显政同志高度重视史志工作，他当主任，我们这些副会

长当副主任。我既然挂了这个副主任，就应该尽我个人的一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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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晓煜主任交办的事我都认真地去落实。之鹏书记要求参加的会议

我都认真参加。 

今天参加这个会，听了各位的发言，对我触动很大，也很有收获。

我感到各个省区煤炭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大家都做了大量工作，

有很多省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的特点。实际上咱们这个

会也是一个工作汇报会，一个经验交流会，各单位工作都有些亮点。

互相交流一下，对于推动今后的工作很有价值。我听了以后都很受启

发。有些经验带有我们行业特色，是自己摸索和探索出来的。今天听

了大家谈的情况以后，我感到现在有个更大的问题，是工作发展不平

衡，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严重不平衡。有的马上要出书了，有

的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每个省区煤炭行业部门所承担的每一部省级

《煤炭工业志》都是《中国煤炭工业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感

到为了解决我们当前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三点建议： 

1.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把工作进一步抓实。 

首先要领导落实、部门落实。主要是协调任务重，现在几乎没有

一个省区是单独搞的，都是几个部门互相协调、一起搞的。这几个部

门中必须有一个是牵头的，然后几个部门共同负责。领导的责任一定

要落实到具体人，明确一位领导负责。今天听了各单位发言，发现凡

是搞得好的省区肯定是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肯定是具体的分管的领导

工作扎实，肯定是负责编纂的同志是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是实

干家。为了推动这项工作，晓煜主任要我给几个省的省局主要领导打

电话。交谈中我都能听出他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说来说去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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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主要领导主要是负责组织协调，负责

排忧解难，如果只挂名不管事，这个工作没法搞。 

我们开这个会议，就是希望各位领导高度重视，真正把责任担负

起来。一要主要领导亲自过问这件事，亲自排忧解难；二要在主要领

导的组织协调下明确一位副职的领导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就像甘肃，

甘肃的起步不算早，为什么晓煜主任今天表扬了甘肃的工作？而且把

这次会议放在甘肃召开？就是对他们工作的充分肯定。他们这里，张

家渔局长高度重视，祁炜副局长认真抓落实，负责编纂的孙毅同志踏

实肯干。因此我们说要抓实，首先是在组织方面、在人员方面的落实。

这个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诸如经费问题、办公地点的问题、补贴的问

题，都会逐一解决。有的单位还要解决好卡壳问题。比如宁夏，就卡

在了经费问题上，我看实在解决不了了就跟我们汇报，由我们再出面

协调。也可以看看其他煤监局的经费是怎么通过正当渠道出的，参考

一下，思路适当调整一下。看看人家怎么解决，你们就可以参考，都

是在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另外，务实的精神必须贯彻到我们史志

工作的全过程，包括现在已经面临着出版的，已经把这项工作做到即

将出版的，一直到这书真正出版为止。 

2.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把工作进一步抓紧。 

从大家在会上谈的情况看，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作开展不平衡，

个别单位工作进展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这中间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

如领导变动比较频繁，具体负责这项编纂工作的同志也有变动等等。

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我们已经落在后边的，越应该抓紧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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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局观念，在整个大局中千万不要拖后腿。有的已经出书了，你刚

刚起步，压力不大吗？因此我感到一定要把压力变成动力，加快进度，

实在不行把鞋脱了赶紧赶。《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有个整体性，全

局不允许个别单位拖得太久。因此，一些单位遇到一些困难，有什么

突出问题就解决什么突出问题，尽快把卡壳的问题解决掉。我感觉只

要主要领导重视了，就能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好。 

3.把工作进一步抓好，质量一定要符合要求。 

一定要对我们几百万广大煤炭职工负责，对共和国的历史负责，

一定能够通过我们工作把我们几百万职工创造的历史完整地、准确地、

高质量地表达出来。不仅是面对当前，也要面对历史。我建议，在可

能的范围内，在我们各省的煤炭行业之内，甚至是行业之外，一定尽

可能挑选出我们这个地域范围内、我们这个行业范围内水平最高的人

来从事这项编纂工作，来参加修改工作。有些先进的省现在正处于最

后的修改定稿阶段。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尤其是历史，一定要出精

品。大家都知道，《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非常有影

响力的文学作品。一个是我们要尊重历史，把历史表达得完整准确，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不要留下争议，不成熟的问题要多方面讨

论，使大家形成共识，不要把有分歧的东西留给未来。将来这套志书

出来以后，一个是总体水平的问题，另外还有各省的各个卷的问题。

抓进度的同时还要抓质量。希望我们自己编纂的省级《煤炭工业志》

一定是上乘之作，跟全国比较起来，从质量上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今天我们协会组织这么一个座谈会，参会的不仅有各省的负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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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还有一些产煤县的同志，同志们的工作精神使我们感动。另外，

对大家对煤炭工业协会工作的支持，对史志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在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 

抓好两个转移、三个注意  编纂高质量煤炭志书 

——孙之鹏在部分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会开得很好。不仅是情况通报会，又是经验介绍会、工作安

排推进会。9个单位的发言，讲的都不错。用两句话概括，第一句话

是大家都动了起来；第二句话是发展不平衡。有的效果好，有的还得

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效果。新疆 2008 年就动了起来，动得比较早。比

如山西，其他省区为一部志还着急的时候，“山西二十五志”中有三

部志已经完成了，《山西煤炭工业志》已经通过了终审。其他单位还

在寻找总纂的时候，山西已经有了一个史志学组，建立了修志队伍。

这就是不平衡的一个标志。另外，还有几个省，像陕西、重庆、辽宁、

内蒙古、云南等都进度较快。不少单位虽然起步晚，但能后来居上。 

下一步要抓好“两个转移、三个注意”，把工作转到解决个性化

问题和修志队伍建设上，注意各方面协调配合、不要搞一刀切和统一

标准。 

一、抓好两个转移 

第一，工作转移到解决个性化问题上。下一步要加强督导，有什

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工作转到个性化问题解决上。不再搞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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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动、提高认识。个性化问题无外乎两个，一个是领导，一个是

经费。看看哪个省区领导还在为难，还没有决策。比如青海，这次开

会没有参会。哪里有经费问题，咱们专门研究具体办法。只要个性化

问题全面解决了，一切困难会迎刃而解，修志工作就能全面推动。 

第二，工作转移到修志队伍建设上。现在有的单位志书编写大纲

通过了，搜集整理资料完成了，已经进入成书阶段。这个阶段学习更

重要。吴晓煜司长在柳州过年期间，将修志心得写成近四万字的《修

志指要》。像这种学习，应该提倡。要成立学组，适时召开总纂研讨

会，进行业务培训。各省局局长都是兼职，分管局长的事都不少，不

再麻烦他们。只要有了经费，配足编志力量，一个好的总纂就能组织

好修志业务工作。我们拟在适当时机表彰一批在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

中做出成绩的总纂。 

二、注意三件事 

1.各方面搞好配合。一个是省煤炭局、煤管局、能源局、煤监局、

安监局、煤炭办、经信委、工信厅这一个层面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在座的各省都是煤炭大省，修省志的时候，煤炭是重要的一块，不搞

也得搞。现在庆幸的是还有煤炭人在督促这个事，不管谁牵头都要搞

好《煤炭工业志》。今天参会者，像吴晓煜司长、陈昌副主任等都是

第一轮修志的老人，崇尚修志工作。其他像甘肃张家渔局长、宁夏肖

蕾局长主动牵头修《煤炭工业志》。四川有省级煤炭公司，省煤炭工

业管理办公室也从经信委调整到安监局和煤监局，煤炭行业管理职能

更加集中，有利于修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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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与行业外的协调配合。刚才吴晓煜司长说的与地方志办公

室互相配合，非常必要。我最早参加志书终审是《山西煤炭工业志》

终审，山西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讲得好。去年煤炭文献史志工作年会，

邀请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专家，讲得非常专业。他们熟悉

修志的一般规律，我们熟悉煤炭修志的专业规律，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就能编纂出高质量的志书。 

再一个就是与出版社的协调配合。春节时与赵岸青局长到煤炭信

息院拜年的时候，煤炭信息院已经贯彻修志精神，要求出版社把《中

国煤炭工业志》的出版工作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全力以赴，做好出版

工作。 

2.注意不要搞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不强求一律。像宁夏，虽

然《宁夏煤炭工业志》进度比较慢，但下面的《神华宁煤集团志》修

成了。各省有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不能一刀切，有条件的往前赶，

没条件的创造条件，打好基础，到一定的时间，重点突破。 

3.要注意统一标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写出了《中国煤炭

工业志》的总序初稿，几个部长提出了修改意见，已经修改完成，下

一步在成书时发给大家。封面基本定稿了，也发给大家。 

总之，编纂煤炭志书是个硬任务，一定要把煤炭志书编好。我们

起步好，工作也扎实，省级《煤炭工业志》、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

共八十多部志书进展都不错。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项传承古今、功

泽后世的伟业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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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  落实责任  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 

——吴晓煜在部分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为 9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

会，也是交流会、推进会。会议主题就是贯彻南宁煤炭史志年会精神，

进一步落实修志任务，推进省级《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以期在今

年年底大多数省级《煤炭工业志》编纂任务基本完成，向煤炭行业、

向国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下面我讲点意见与建议。 

一、煤炭行业修志工作难中求进，成效明显 

从2012年10月底，在泰安史志年会上部署第二轮修志工作以来，

绝大多数省区都动起来了。今年年底之前，多数省志可以终审，这说

明煤炭修志工作总体上进展是好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领导重视，一把手出手。各省区煤监局、煤炭局、煤炭安全监

管局主要负责人把修志工作当成传承历史、加强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来抓，当作“一把手工程”来干。在体制不顺的情况下，积极协调，

担当责任，工作难中求进，取得突破。没有这一点，修志是搞不起来

的。就修志体制而言，都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是煤监局牵头，有的是

管理部门牵头。编委会主任有的是一位，也有两位的。 

2.人员到位，有奉献精神。各单位聘请了有奉献精神的同志，主

要是老同志，组成编写办公室。他们甘心坐冷板凳，不计名利，心无

旁骛，专心致志写史修志。像陕西田建元同志秉持“心存敬畏，笃志

耕耘”的信念，就非常好。各志书的总纂（业务负责人）更是操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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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废寝忘食、朝思暮虑，这是令人感动敬佩的。 

3.工作条件到位。在经济效益下滑的情况下，分步解决修志资金，

落实了办公地点、设施。虽然各有各的难处，但没有因此而耽误工作。 

4.几个工作关键点抓得实，稳步推进。 

①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修志文件，召开会议，动员部署。一家牵头，

联合行动，互相配合。 

②明确一位负责任的副职分管修志工作。 

③明确了志书总纂即业务工作负责人。 

④确定凡例，制定编写大纲，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⑤搞好培训，提高素质。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搞得不错，

有针对性，效果很好。 

⑥抓好资料工作，基础扎实。 

⑦分头撰写，统一编纂，坚持审稿工作。 

⑧有的形成志书体系。如山西 25 志，宁夏规划百部志书，内蒙

古、河北、甘肃也组织编写几个系列志书。 

以上各项抓得比较准、比较实，这是成功经验。 

5.进展较好，多数单位年底前进行终审。《辽宁煤炭工业志》5

月份终审，《陕西煤炭工业志》6月份终审。 

但是，我们的修志工作进展很不平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不

少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少数单位认识不到位，修志工作迟迟未能启动。 

二是部门之间协调不够，有推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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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修志业务的学习、培训不够，在修志质量上需要下功夫。 

当然，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进展较慢的单位完全可以迎头赶

上、后来居上。 

二、充分认识修志的必要性、重要性 

人的行为是由思想认识所决定与支配的。凡是修志进展较好的单

位，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识高、思想到位。特别是一把手态度鲜明、

行动果断，一竿子插到底。 

关于修志的重要性与认识问题已经讲多次。这里再补充几点： 

1.修志是国家的部署、国务院法规所明确的法定性要求。各地区、

各行业都要按国家的要求去办，不是煤炭行业独然。当前不是修志不

修志的问题，而是如何把志修好的问题。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完

成修志任务。也不可能多数省区修志，而一两个产煤省不修志，不能

有空白。 

2.修志可以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这是习近平同志在 1989 年任

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所讲的。他说：“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

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使人们

从一种混沌状态转为一种清楚明白的状态”。修志就是要吸取历史的

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煤炭行业为什么徘徊于“陷入困境—摆

脱困境”、“高产—压产”的老路？大概与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从历史吸取智慧有关。 

3.从修志中吸取文化的力量。志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

华民族的优势、魅力之所在。文化的力量是伟大、永存的，消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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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倒的。物质有价而文化无价。什么固若金汤的城池、坚固的铁甲

炮舰、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这些都可以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文化

是摧毁不了的，不管是焚书坑儒还是外族铁蹄践踏，都不能摧毁文化。

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文化动力、文化底气。史学鼻祖司

马迁，可以对他使用宫刑，让他受尽屈辱，但其《史记》却依然光芒

长在。《史记》的生命力、影响力、辐射力依然存在而强大。所以“没

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借助历史文化的领导是没有远见的

领导。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讲修志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一

种有远见的表现”。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自觉修志，当仁不让。 

4.修志是单位负责人应尽的历史政治责任。修志是官方修志，是

官职官责。因此，既然在位一任，主政一方，就应该把修志这项历史

的责任、严肃的政治责任担当起来。这是为官从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修志不修志，或应付差事都是失职、失责。中国历代有远见的官

吏都把修志看成一种责任、一份光荣，不使自己主政这段历史成为文

字之空白、史书之断档。古人讲“亡史之罪大于亡国”，话虽说得严

重一些，但有一定道理。因此我们在修志问题上应该头脑清醒，有文

化眼光，有历史远见，有责任担当，拨去短见，当机立断，适应修志

工作的新常态，做出存于青史的文化贡献。这一贡献可能比当过什么

大领导、主持过什么大工程要大得多、垂之久远得多。“古来官吏知

多少，唯在青史留其名”。 

三、关于下一步的工作 

煤炭行业修志工作要继续开拓前进、难中求进、稳中求进，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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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 

1.把修志责任落到实处。 

修志工作已经落实的单位，要加快推进，按期完成编纂任务。没

有启动编纂工作的单位要抓紧落实，尽快启动。特别是还在协调、没

有明确牵头单位的个别省区更要迎头赶上。有四件事要做： 

一是一把手不要再犹豫不决。班子要集体研究，早做决策。由相

关单位共同组成编委会，一把手任编委会主任。要明确一位切实负责

任的副职分管修志工作，这是关键。 

二是选择总纂即业务负责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三是聘请适量的编写人员。当前，很难从在职人员中抽人，可聘

请有经验的老同志。人员要逐步到位。 

四是筹措启动资金，解决办公条件。钱的问题可以分步解决，举

全省煤炭行业之力来解决。 

在此基础上，发个文件、开个会议，动员部署，工作就全面启动、

铺开了。 

这里要解释一点，修志并不是所有事项都由牵头单位一家干。各

单位要密切配合，谁干什么工作就提供这方面资料，甚至写出初稿。

这叫众手成志。 

2.做好志书的终审工作，以审促训、促编。 

今年年底前大部分省级《煤炭工业志》都要终审，要按规定做好

准备。不是说终审通过后就马上去付印出版，而是还要经过一个阶段

的修改。要及早安排终审。本单位的评审是内部层次上的评审，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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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则是请国内专家评审，具有权威性，会使我们发现许多不了解的问

题，使志书质量更上一层楼。 

我们打算在每部志书终审时请几家总纂列席观摩，以便对照别人

的问题联系自己，改进工作。 

3.从全局出发，研究落实志书体系。 

煤炭行业二轮修志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扩大了修志规模，逐步形

成完善的志书体系。就一个省区而言，可以规划以省区《煤炭工业志》

为主体的，以煤炭专业志、产煤市县志、煤炭企业志为基础的志书体

系。多数省区都有这样的规划与部署。最近陕西又下发文件，提出具

体要求。产煤市县志、专业志与企业志是省志的基础，大家都动手修

志之日就是省志的成功之时，这是一举多得之策。要变少数人的工作

为共同关注、众人拾柴、大家参与的工作。当然，要从实际出发，不

具备修志条件的不要强求。同时要做好宣传工作，陕西、内蒙古的《煤

炭史志简讯》就办得很有特色。 

4.加强同地方志机构的联系，求得指导。 

地方修志机构的同志是专门干这个的，有水平。要经常与之联系，

求得指导。特别是承担地方修志任务的，更要搞好协调，资料共享，

也可以得到地方上资金的支持。煤炭志书终审会要请地方的专家参加。 

5.转变作风，从实际出发。 

要转变工作作风，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煤炭事业高度负责的精

神，把修志工作做好，为煤炭工业树碑立传。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做好任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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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遵守，但不能搞本本主义，不能拘泥于一法。不要把事情搞得

很复杂、繁琐，要一切从简。有些事情可以变通处理，从便于编写考

虑问题。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不可为者则不为。有些在首轮志书中已

讲清的技术性问题，且没有变化的，则不必重复。也不要抠字眼，钻

牛角尖。学问不可穿凿，贵在融会贯通。 

四、几个具体问题 

1.首先把编写大纲搞好。拟定编写大纲、横排篇目是一回事，这

是编写工作的总闸门。大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编写过程中可根据实

际进行调整。 

2.注意大事记、人物入志标准。 

大事记、人物入志标准不可能是统一的，要分类定标准。搞不了

人物传的可以搞人物简介、人物名录。但人物简介必须有事迹，没有

事迹是简历，不是简介。 

3.注意确定凡例。志书要先定凡例，定规矩，明确编纂规则。不

少单位对此重视不够，在评审时发现的不少问题都与凡例有关。 

4.注意附录与单位简介。附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体裁，称录体。

附录的资料，不是修志者编写的，要坚持非撰写原则。设单位简介要

坚持，要明确入志单位的标准。可以有重点市县煤炭工业简介、煤矿

安全监察分局简介。 

5.注意图表。有些同志把此事看得很简单，认为不过是一张图、

横纵两线的表格而已，这是误解。一些书稿许多图表要素不全、不准

确，小毛病不少，要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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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煤炭工业志》一图三表不可少。一图即煤矿分布图或资源

分布图。三表即职工人数、煤炭产量、煤矿事故统计表。 

6.关于《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各省区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各 1人，为编委会组成人员。请抓紧把名单确认一下。 

7.关于煤炭史志网、煤炭史志简讯、《修志指要》。 

一是网站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网名“中国煤炭工业文献与史志网”

简化为“煤炭史志网”5个字，好记好查；栏目重新设计，更加符合

实际，欢迎提供信息。 

二是《煤炭工业文献史志工作简讯》改版。首设标题新闻一栏；

字号缩小且编排紧凑，信息量更大，内容更充实。 

三是关于《修志指要》。此文是根据煤炭修志实际，归纳为 15

个问题，由我执笔，大约 3 万多字。不重理论探讨，淡化学术色彩，

突出实用性与操作性。免费提供，供大家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陈昌在部分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会上的小结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落实去年南宁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各省区《煤

炭工业志》编纂进度。会上大家介绍了各自编纂进度，交流了经验和

体会，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协会领导赵岸青、孙之鹏进一步强

调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对加快编纂进度提出了明确要求。编委会

副主任吴晓煜对大家的发言也作了点评，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积极贯彻落实。 

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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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情况，掌握进度，摸清问题 

大家对参加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准备了交流材料，介绍了各自情

况：①山西志稿率先完成终审稿的修改，已交付出版，成为第一部出

版的省级《煤炭工业志》，具有示范意义；②陕西、新疆《煤炭工业

志》初稿基本完成，准备安排审稿工作；③内蒙古、甘肃、宁夏修志

工作已经启动，经过组织培训，进入资料收集和撰写初稿阶段；④四

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落实了牵头单位，进入组建编纂班子和起草编

纂方案阶段。 

从掌握的情况看，各单位修志存在进度不平衡，有的进展缓慢等

问题。既有机构变化、人员变动等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主观

因素。修志工作一是要靠领导重视和支持，修志是“一把手”工程。

二是要选好分管领导和总纂，这是修志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三

是修志要切实做到“一纳入，五到位”，各单位、各部门要相互协调

和支持，修志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二、确保完成今年工作任务 

从已掌握的情况看，一是情况不同，进度差别比较大。二是所处

的阶段不同，要抓的重点和难点也不相同。因此，大家要认清形势，

鼓足干劲，加快进度，重点突破，圆满完成修志任务。抓紧抓好三个

落实。 

第一，尽快落实修志承编单位。牵头单位明确以后，考虑到煤炭

管理和安监部门人手少、工作忙的现状，要抓紧选择落实具体承编单

位。如山西、重庆两家都是由煤炭管理和煤矿安监部门联合发文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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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煤炭工业协会组织人员编纂，两家单位在工作和资金方面予以保证，

修志工作又快又好。实践证明，这是二轮修志一条成功的经验，值得

大家学习借鉴。 

第二，抓紧落实编写大纲。编写大纲既是篇目，也是落实责任、

进行分工和收集资料的依据，不可或缺。大纲在后面各编纂阶段会有

所变化，也是客观实际的需要，因此，尽快确定大纲十分必要和重要。 

第三，加快编写进度，明确终审时间。只有尽快拿出初稿，通过

审稿发现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最终编成一部高质量

的省级《煤炭工业志》。 

三、几项措施和要求 

煤炭行业二轮修志从 2012 年启动，经历了动员组织、组建班子、

收集资料到撰写志稿，今年陆续进入了审稿和出版阶段，虽然进展情

况差别较大，但总算见到了成果，增强了我们修志的信心，对于刚起

步或者正在编纂的省区来说，应该重视和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 

1.搞好培训，避免走弯路。二轮修志人员大都是第一次接触这项

工作，通过培训可以弥补和缩短学习的过程。另外，培训要结合煤炭

行业和本省区的特点，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事半功倍。通过培训达

到提高认识，掌握方法，指导实践的目的。 

2.抓好资料收集这一关键环节。资料性是志书最基本最重要的特

征。存史价值、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依靠资料是否丰富和真实。因

此，在拟定提纲、落实任务分工后，就要积极开展资料收集工作。广

泛发动、上下动员、落实责任、众手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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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初稿编纂进度，早日见成果。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编修

志书也一样。不要怕志稿拿出来让大家评头品足、指指点点。修志要

靠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补充和完善。拿出初稿，工作有了成果，

才能进入审稿阶段。 

4.重视审稿工作，把好质量关。坚持志书的“三审制”。初审一

般由编纂人员自审或互审。复审由编委会负责，请各部门负责人员进

行审查，对重大问题要作出决议，也可请外部修志专家进行评审。终

审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负责，由本志书编办具体承办。这里

强调一下，三审是修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程序，有明确规定，必须坚持。

通过以上三审，才能把好质量关，编出一本质量较高的煤炭工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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