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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好《中国煤矿救护志》  

促进煤矿救护事业发展  
 

          《中国煤矿救护志》编委会办公室 

 

在煤炭工业文献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吴晓煜等领导的积

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2013 年 1 月底,《中国煤矿救护志》

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煤矿救护

志书编纂工作拉开帷幕，也预示着我国煤矿救护文化即将谱

写新的篇章。 

煤矿救护是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矿山救

护队在各类煤矿事故救援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煤矿

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些年，煤矿救

护事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天,站在历史新高度全面

审视建国以来几十年煤矿救护工作,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

进;从创新社会管理、弘扬救护文化,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

训、促进煤矿救护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编写《中国煤矿救

护志》将填补历史的空白,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编纂工作已开展将近一年，进展比较顺利。借今

天的会议与大家共同交流，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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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做法 

   ﹙一﹚领导高度重视,提供强力保障。安监总局王德学副

局长对救护志编纂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并批复了专项资金。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将救护志编纂作为中心的

重点工作来抓,成立了专门的编纂委员会，王志坚主任亲自

牵头组织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下发文件在全国矿山救援

系统征集资料，并从基层抽调人员，配备了齐全的办公设备；

每月主任办公会上，还专门听取编写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

究解决具体问题。矿山救援中心其他领导也经常深入编写组,

与大家促膝交谈,了解工作进度,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二﹚制定工作方案，确保稳步推进。编委会经过认真

研究，制定了工作方案，将编纂工作分为资料搜集整理、集

中编写、初审、复审和终审五个阶段，在确定总体目标的基

础上,明确了各阶段工作重点。编写组数易其稿，讨论制定

出编写大纲，报请文献委审批后，确定了大纲框架及篇章条

目设置。同时，我们积极建章立制，规范工作流程，制定编

写计划，明确成员分工，建立资料收集档案，各成员分工负

责，相互配合，确保了编纂工作稳步推进。 

    ﹙三﹚多方搜集资料，突出重点要点。由于历史的原因，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专门或固定的机构来管理和指

导救护队的工作，许多资料保存的不完整、不全面、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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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资料工作难度很大。为此，我们在向基层广泛征集资料

的同时，通过采取查阅图书、档案，赴基层调研、采访等多

种方式搜集资料，先后赴黑龙江省鹤岗矿业集团和鸡西矿业

集团、辽宁省抚顺矿业集团和阜新矿业集团以及中国煤炭博

物馆等单位和企业调研，在抚顺等地，我们召开有离退休老

领导、老专家和相关装备研发企业参加的座谈会，大家追昔

抚今，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也提供了大量

有价值的史料。同时，我们十分注重对产煤大省﹙区、市﹚、

煤矿事故多发且救援任务重的省﹙区、市﹚，对建国前后最

早成立的一批煤矿救护队以及历史上设置的矿山救援基地

﹙中心﹚和当前矿山应急救援国家队、区域队和一些重点骨

干队的资料搜集，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清脉络,力争做到

骨干清晰，重点突出。 

    ﹙四﹚严格编写标准，保持鲜明特点。一是严格把关。

我们始终坚持政治标准统揽全局，制定科学的框架设计和条

目标准，按照统一的资料入编标准和规范的行文标准组织编

写，确保编纂工作符合志书编写规范。比如大事记，坚持大

事突出、要事不漏、首事不遗、琐事不录的原则，尽量做到

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有的救护队救援过程中发生自身伤亡，

虽然有些也是违章指挥和违章操作造成的，但我们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不避问题，真实记述。二是凸显煤矿救护的鲜

明特点。煤矿救护是在高危行业灾害状况下的紧急救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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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矿特大事故引发世界关注，这就既显示了煤矿救护具有

极大的危险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也决定了救护队伍必须具备

极强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雷厉风行、敢打敢拼的顽强作

风才能完成复杂而繁重的抢险救援任务。我们在编写中始终

注重突出救护队军事化管理、标准化操作以及求真务实、勇

于奉献这些特点，充分展现煤矿救护队伍的奉献精神和时代

风采。 

   ﹙五﹚积极学习提高,主动请教专家。由于是首次编写救

护志，编写组成员都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便激发

大家的积极性，自发组织学习，掌握标准规范。编写组成员

集中办公，同吃同住同行，既便于相互交流、统一思想，又

利于互通有无、齐头并进，大家在学习交流过程中遇到疑惑

就积极主动请教专家。晓煜主任对《中国煤矿救护志》的编

纂工作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亲自对编写人员进行

培训、指导大纲的制定和志书的编写外，还多方协调，帮助

推进工作；文献委其他同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

参考资料，对我们的咨询总是悉心指导，极大地促进了工作

的开展。 

   ﹙六﹚大力发动，众手成志。《中国煤矿救护志》是记述

建国以来几十年我国煤矿救护事业发展历程的志书，时间跨

度大，涉及全国各产煤地区、大型骨干企业以及煤矿救护科

研和装备研发单位，资料搜集工作任务繁重。为此，我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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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下发文件，大力宣传编纂救护志的重要意义，积极发动

煤矿救护系统各相关单位踊跃参与，并建议各地各企业借此

契机，也考虑着手编写本地区和本企业煤矿救护志。在矿山

救援中心内部，争取各部门的支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共

同编好志书。辽宁煤监局领导重视，煤矿救援中心工作十分

扎实，抽调专门人员集中编写，于 7 月份在全国最早上报了

材料，并且质量最高，为各地提供了参考。多数单位在日常

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克服人员不足、资金短缺、资料散失、

时间紧迫等种种困难，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搜集整理上报资

料，保障了编纂工作的有序开展。 

回顾今年以来救护志的编纂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是志书编纂工作必须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也离不开各

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二是必须牢固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

保证志书的思想性、真实性和科学性;三是必须广泛发动,占

有大量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并有一批热爱志书事业且甘于寂

寞的同志辛勤耕耘;四是必须遵循志书编纂的规范和标准,

“专志贵专”,同时还要体现出专业志的特点。 

二、 下步工作打算 

    目前，编纂工作总体还算顺利，但是也面临着部分单位

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资料上报不全、时间紧迫等困难和

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着重抓好三项工作： 

   ﹙一﹚加快工作进度，尽快拿出初稿。根据目前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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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看，年底拿出初稿还有一定难度。我们将对计划做适

当的调整，统筹优化，多头并进。同时，进一步加强与相关

地方和单位的沟通，督促其尽快报送或完善材料，争取按计

划完成阶段性任务。 

   ﹙二﹚加大统稿力度，总纂超前介入。为加快进度，保

证编写质量，总纂将深度介入各篇章的编写工作，提前掌握

情况，谋划统稿工作。 

   ﹙三﹚做好送审的前期工作。积极征询专家意见，在整

理完善后，组织内部初审。 

    在此,也真诚希望各地、各企业、各有关部门继续为我

们提供煤矿救护方面有价值的史料,对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表

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