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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煤炭修志的人、事、钱问题 

——吴晓煜在 13 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4.28  南昌 

 

我们这次座谈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工作落实会、推

进会。不是解决编写业务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尽快完成修志

任务问题。目的就是落实去年底南宁史志年会和今年 4月兰

州省级《煤炭工业志》座谈会精神，落实显政同志关于“圆

满完成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指示，岸青同志关于“煤

炭修志工作必须抓实抓紧抓好的指示，争取今年底多数省级

《煤炭工业志》进行终审。2016 年上半年全部终审，到年底

省级煤炭修志工作基本结束。届时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大家的发言都很好，有创见，有深度，有的令人感动。

相信大家会得到较大启发，收获不少。 

这次贵州的同志有一句话叫三有，即修志要有领导管事，

有人干事，有钱办事，讲得很准。我想，我们的修志工作无

非是人、事、钱三点，今天就讲这三个字。 

一、修志贵在得人 

修志是一项事业。我们要干好任何事情，必须首先解决

好人的问题。得人者得天下，事是人干的，没人干不成事。

古人讲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在天的“天”，是指天时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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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外部环境。但最终谋事在人，还是人的因素第一，人是

起决定性作用的。要害就是人，关键在于得人。修志也是如

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有这样几点应引起注意。 

1.一把手是关键，一把手要出手、上手，要到位。任何

一个单位，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不管是什么大事，只要一把

手不同意、不点头、不支持，是绝难干成的，这不仅是普遍

现象，而是一个客观现实。修志十分困难，涉及方方面面、

上下左右，很复杂，很难得到重视。另一方面，修志又是官

职官责，形象称为“一把手工程”，所以一把手到位十分关

键。这是修志的一个要害点。 

一把手到位，首先是思想认识上到位。认识到修志是自

己应尽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当代人修当代志，我们主政

一方，为官一任，就有义务不使自己主政这段历史出现史志

的断档，应当把修志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个机遇、一种

荣耀。自己在位期间能够主持编修一部传承古今的信史良志，

是一生中重大的贡献。而且修志是国家法规法定性要求，是

不以领导人是否喜欢志书、是否感兴趣为转移的。早晚都得

干，早办早主动。正因为如此，古人认为“亡史之罪大于亡

国”、“官不修衙而修志”。一些封疆大吏一般是讲求三修：

一是修身以理政。即自己身上要干净，不腐败，好学，有本

事，为民做主，理政为民；二是修桥补路以惠民。即抓民生

大事、发展经济，当然，那时没有 GDP 一说。三是修志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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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早在 60 年前即 1956 年见到即将到荆门县当县委

书记的梅白说：“你到荆门后，先修史志。”“官不修衙而修

志。我们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他还说：“领导者

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毛主席的

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一把手真心诚意修志，就是尊

重历史，就是尊重煤炭事业，就是尊重伟大的煤炭矿工。正

如习近平在 1989 年所讲的，修志是一种有远见的表现、一

种有文化的表现。 

当然，一把手修志并不是事必躬亲，主要是果断决策、

态度坚定、旗帜鲜明，解决关键性问题，协调大事，排除不

利因素。解决别人办不了的事，其余一律由各方去落实就行

了。 

2.明确一名得力的副职兼管修志。这也是人的问题的一

个关键点，又是修志的一条成功经验。凡是修志进展较快的

单位，都有一位十分敬业、操心、负责任的分管领导主持其

事。反之，如果这位领导认为不应该修志、不愿意干，或找

一些理由说服领导别修志了，这事情就很难办了。另外，还

要注意，如果修志工作委托煤炭协会或煤炭企业集团承办，

被委托单位也要明确一位负责任的领导同志负责其事，这位

分管领导要管到底。这才能保证修志工作顺利推进。 

3.选好志书的总纂。总纂是修志工作的一种职务。总纂

是修志业务的负责人、志书的主笔人、全体编写人员的主心



4 
 

骨、志书质量的把关人，在业务上是拿总的。总纂的工作不

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辛苦，要专职，不是挂名的，要从始

至终，主持编写业务工作。要按条件慎重选好、选准、用好

总纂，修志工作大体上就有把握了。选择总纂不能勉强，看

准了，本人愿意干，有信心就用，否则就另外物色。当然要

支持、尊重总纂的工作，杂七杂八的滥事要给他扫清，让总

纂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把修志业务工作抓好就全有了。总

纂工作做好了，一把手就可以放心、分管领导就可以省心，

他手下的编写人员就可以舒心地干工作。我这里送各位总纂

一副对联，以求共勉：“自持自省执著守望，莫道净寂非胜

境；亦行亦励求进追远，须知修志是善业。” 

4.要聘用好志书编写人员。修志不是一两个人能办成的，

要有适量的具体编写人员。省级《煤炭工业志》、大型企业

集团志一般应有 3～5 人，有条件的单位人多点更好。人员

要逐步到位，看准了再进。要有事业心、使命感，好学上进，

有点文字基础。不愿干、干不了的莫进此门，请神容易送神

难。岸青同志要求要集中选择煤炭行业、本地区、本单位文

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来修志，这是很有道理的。对一个省而言，

不仅省里有编写人员，下面的企业集团、产煤市州、事业单

位也都应有数量不等的人员，上下结合，形成队伍。有了队

伍，要加强建设，带好队伍，提高战斗力。之鹏同志讲，下

一步要抓好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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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个新情况是，第一轮修志时，各省都是抽调在

岗在职人员修志，这次第二轮修志就无法办到了，一般都聘

请退休的、居二线的老同志修志。显政部长在绍兴史志年会

上要求，要充分发挥老同志在修志中的重要作用。 

二、努力办好修志之事 

有了人就要把修志的各种事情办好。修志的事情很多，

大大小小、杂七杂八，这些具体事情办好了，小事积为大功，

就是完成了修志的大事业。 

把事办好也是一门学问。办事要有原则、有根有据，有

理有招，还要有点激情。修志的事情也很困难，所以要有斗

志、有信心。同时也要讲求方法、形式与效率。要会干善办，

以求多快好省、事半功倍。不能蛮干、盲目地干，少走弯路。

根据当前情况，有这样几条建议： 

1.办事要加强协调。目前还有少数单位还在协调，北京

这边也很着急。现在省里煤炭部门不少于三四个，这就要商

量协调。要是真协调，也很好办。有的部门应该牵头却不愿

意牵头，说是协调，实际上找本单位不能修志的理由，问题

就在这里。比如认为自己没有修志的职能与责任。实际上，

除地方志办公室外，任何单位三定方案都没有修志的职能；

又如说工作任务重、太忙，没精力、没力量修志。实际上，

没一个单位不忙、人力不紧张的。还有的可以委托社团组织

或企业集团去办的，迟迟不委托。事已至此，应该把推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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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动担当责任。协调的目的是把事情办成，而不是把工作

推出去。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对修志的事情不能再推。到底

应该怎么办，应该有个说法。这方面我就不好多说了。我们

煤炭人是聪明的、有智慧的，总能想出办法来。 

2.牵头单位要抓紧牵头办好四件事。牵头单位已经明确，

就要把责任承担起来，抓紧安排，一鼓作气，不可又干又不

干。习近平同志讲修志必须一气呵成，不能打打停停。当前

有四件事要做： 

一是成立编委会。主要领导任主任。主任可以是一位，

也可以是两位、三位。下设办公室或编写组。 

二是发个文件。可以牵头单位一家发文，也可以几家联

合发文。告知各方，提出要求，进行部署，让大家都知道。 

三是召开动员会。领导做个动员报告，有关单位表个态。

同时可以附带进行培训。会议可以结合其他会议一起开。 

四是抓紧拟定好编写大纲。编写大纲是修志的总闸门，

没有大纲，下边就无法干、没办法搜集资料；内部也不能进

行分工，各项工作都启动不了。因此大纲之事要早动手、早

定下来。大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在编写中完善调整。 

3.办事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从认识论与方

法论来讲，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

干好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重要的方法。原则与程序要

坚持，但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概念、条文出发。而且要具体



7 
 

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变通处理。我举几个例子：①这次

不搞全国统一的编写大纲。因为没法统一，谁也统一不了。

浙江 2013 年煤矿就没了，煤炭工业收官了。你让浙江用山

西的大纲是根本不行的。②有人认为编委会主任只能是一正

一人。实际上很多省区是两人、甚至有三人的。这样可以调

动几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修志。③这次修志下限一般止于

2010 年。这就不能绝对化，搞一刀切。比如有个市煤炭工业

局是 2011 年成立的、29 个区县煤炭局是 2012 年成立的。非

要坚持止于 2010 年，又让他修志，让区县煤炭局写志、提

供资料，连修志者的机构都写不进去，这是不合情理的。④

有些煤监局长、煤炭局长是 2013 年或 2014 年到位的，他是

编委会主任，又是主编，这种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如不能入志，

也是说不过去的。 

此外，在编写形式上，也可以变通处理。有的是四五个

人集中办公，这很好。有的是一部分人集中办公，但有些章

节请人在家里写，这也无不可。河北的办法是资料齐全后，

集中研究、学习、培训，分配任务，各自回去分头写，一两

个月集中碰头一次，总纂定期到各点上巡回指导、督促，住

宿的费用也省了，这种形式也可以。 

再有，修志由政府部门直接聘请老同志来搞也可以，委

托煤炭协会来办，给他解决资金，这也很好。或者委托全省

性企业集团来办也好。像北京、福建、浙江就是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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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千万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一刀切。过去搞一刀切

不行，吃过大亏，现在搞一刀切就更不合时宜了，只会误事，

耽误时间。 

4.办事要从简，不可人为复杂化。一切科学真理都是简

约、朴实无华的，越是先进的东西越简单。大道至简，此之

谓也。因此，能简者必简，从繁到简才是高手。千万不能把

事情搞得很繁琐。不要贪大图全、面面俱到。不是煤炭人干

的事都要写进去。要看到第二轮修志是续修，前志有的不必

再重复、炒冷饭。比如，对生产技术进行解释的内容，没有

变化的可以不要；地质结构一两亿年都没变化，也不必重复。

又如，有的单位在篇章节三层结构中，在节下的目又设了三

层，这就叠床架屋了，可以简化或变通处理。还有关于人物

传的问题，有的省区搞不成人物传，那么搞人物简介、人物

名录，也不是不可以的。总之要以创新的精神来行事。根本

办不到的不要生办。此外，办事不要死抠字眼，凿死理。比

如大事记的问题，什么是大事？大事与要事是什么区别，什

么不遗、不漏、不丢、不缺、不失，各自含义是什么？我认

为本质上是一回事。“大”本来就是模糊、不确定的概念。

我们拿不出统一而明确的大事记标准。既然这样，我们就变

通处理。按事情的类别，分类制定标准，这样就好操作了。 

5.具备条件的单位要尽早安排终审。早终审，早受益、

早解决问题。通过终审发现问题，把它解决了，就可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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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质量。要以审促编，这是一条经验。不是说终审完了就

付印了，还要经过一阶段的认真修改。内蒙古的陈泽副局长

讲，要先把志书拿下，先把南京打下来，把红旗插到总统府，

再从细建设。这是有道理的。请大家根据从快的精神，在保

质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抓紧把事情了结。 

另外，在志书付印后，先不急忙撤人撤编写组、拔锅散

伙，还有不少事要做，如基层的修志、产煤市县编志、企事

业单位的编志等等工作都要继续做。可以少留一两个人。 

6.办事要有大局观念，全国一盘棋。全国煤炭行业修志

是一个整体，26 个省区、直辖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27 部省级志书，这是个全局、是大局。不可能多数修志，只

一两个产煤省区是空白。因此没动手的、进展较慢的，要加

快进度，争取后来居上。 

三、妥善解决好钱的问题 

没钱办不成事，修志需要钱，要有钱办事，这是一个明

显的事实。另一方面，当前煤炭经济下行十分明显，亏损面

大大增加、钱紧，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得不面

对、不能不解决的新问题、新情况。这在第一轮修志时或者

在 2011 年以前是不成为问题。但是志还得修，钱该花还得

花，因此而不修志是说不过去的。习近平同志 1989 年在任

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地方财政也是很紧的，他讲我们人穷

修志不能短，修志的经费还是要挤出来的。 



10 
 

有这样几点： 

1.举全省煤炭行业之力，众人拾柴，众家搭台。修志是

各家煤炭单位，包括煤炭企业的共业，是大家共同的任务。

要拓宽资金渠道，多方面解决，各家抬一抬，问题也就逐步

解决了。 

2.分段分步解决。先解决点启动资金，把聘用人员的费

用先办了，人进来，找个落脚办公的地方，把工作先干起来、

启动起来，别耽误工作。分批、分步解决，工作中再节省一

点，这样可能好办一些。如果非要一下子先拿出一百万、二

百万就难办了。 

3.特殊问题特殊处理。有些单位是有钱但不好立项，这

就要想一些办法，动点脑筋，在不违规前提下，变通处理一

下。 

4.互相借鉴。现在多数单位表示经费能解决，不好办的

单位也可以看看人家是怎么办的，借鉴一下。 

总之，修志贵在得人，要办好修志之事，解决修志之钱。

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发挥煤炭行业的光荣传统

与煤炭人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圆满完成煤炭二轮修志任务。

希望同志们能在这一历史潮流中，把握机遇，难中求进，建

功立业，做出名垂青史、传承古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