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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行业之力,众手成志 

——山西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体会 

 

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李承义 

山西煤炭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总纂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二轮山西煤炭志编纂工作起步于 2006 年,根据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原山西省煤炭工业局会同山西煤矿

安全监察局,以晋煤办字[2006]490 号文《关于第二轮〈山西

通志·煤炭志〉编纂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成立山西煤炭志

编纂委员会和编纂办公室,启动了第二轮山西煤炭工业志编纂

工作。6年来，在完成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同步实施《山

西省志·煤炭志》、《山西煤炭工业志》和《中国煤炭志·山西

煤炭工业志》三志的编纂工作。其间，根据省长批示，编纂办

公室接受了《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志》的编纂任务，并于 2013

年交付中华书局出版。目前，前两部志稿已基本杀青，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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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春节前后组织专家评审后。回顾 6 年多的工作，有以

下 5 点体会。 

一、领导重视是编纂工作顺利实施的前提保障 

山西煤炭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得到了省人民政府分管领

导和省煤炭工业局（后为煤炭工业厅）和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的高度重视，按“身份职务递补制”由两局主要领导并列出任

编纂委员会主任，各重点煤炭企事业单位、各市煤炭工业局和

直属单位行政主要领导出任委员，真正把煤炭志编纂列为“一

把手”工程。 

编纂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依照政府

（部门）主持修志的原则，山西煤炭志编纂委员会将编纂办公

室设在省煤炭工业协会秘书处,并委托协会秘书长担任山西煤

炭志总纂,主持日常编务工作。煤炭志编纂工作实现了领导到

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和工作条件到位的“五到

位”，纳入了目标考核责任制，确定了 2010 年完成资料征集、

2011 年完成资料整理、2012～2014 年分别完成三部志书编纂

的工作目标。在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编纂办公室以艰苦扎实

的工作，自 2007 年至 2011 年连续 5 年被省地方志办公室表彰

为“先进集体”，2010 年经中煤史志工作委员会推荐，作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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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产煤省唯一受表彰的煤炭志编纂机构，被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表彰为“全国方志系统先进集体”。 

二、全行业发动是收集资料的有效途径 

煤炭志编纂的基础工作是收集资料，资料不全面、不完整，

编纂工作即为“无米之炊”。山西作为产煤大省，11 个市均为

产煤市，省属大型企事业单位多，单靠煤炭志编纂办公室在浩

瀚“煤海”收集煤炭志资料，实不可取。资料收集工作，必须

在编纂办公室认真组织、充分发动、把握周期、精心指导下，

举全行业之力，有序推进。 

为了把资料收集工作作实，编纂委员会各委员单位普遍设

立了专兼职工作部门和人员，负责资料收集、整理上报，编纂

办公室通过制订征集资料规范、举办不同类型培训或讲座、深

入各委员单位现场指导，引导各单位资料收集工作者，在资料

征集环节，就依照山西煤炭志设置的篇目分门别类，按修志规

范体例整理资料，大大缩短了编纂办公室遴选梳理资料的工作

周期。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煤炭行业仅资料整理环节投入了近

200 人，至 2010 年末向山西煤炭志编纂办公室整理报送资料

3000 余万字。煤炭志编纂办公室经过半年的资料整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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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1年7月，将所有涉志资料辑印成一部13卷15册近1000

万字的《山西煤炭志资料长卷》，为第二轮山西煤炭志编纂打

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山西煤炭志资料长卷》自身就是一部

展现山西煤炭发展足迹的历史画卷。作为向党的 90 华诞献礼，

赠送省委、省政府各领导，回馈各涉志单位，广受赞誉。 

三、建立中煤史志山西学组是推进修志的重要举措 

山西煤炭志编纂办公室设立之后第二年，在中国煤炭学会

史志工作委员会的倡议和指导下，以全省各涉志单位的史志工

作骨干为基础队伍，率先在各产煤省、市、自治区中建立了“中

煤史志山西学组”。几年来，学组以编修煤炭志为平台，培训

修志基本知识，开展修志学术理论研究，挖掘整理史志文献资

料，交流煤炭史志编纂工作经验，承担各单位史志书刊的撰写

编辑工作，为山西煤炭志编纂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中煤史志山西学组自 2007 年 10 月成立，坚持一年一届年

会，学组成员由初期的 40 余人扩展到近 90 人，成为覆盖山西

煤炭行业各企事业和产煤市煤炭工业管理部门编史修志的骨

干力量。自 2009 年至今，《晋城煤业集团志》、《朔州煤炭志》、

第二轮《平朔矿志》、《中国煤炭博物馆志》、《忻州煤炭志》等

煤炭志书陆续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些每部均达百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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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书，都是由山西学组成员主笔撰写的。潞安矿业集团史志

办公室在编写《潞安煤矿史》和《潞安矿业集团志》的同时，

编辑刊发《潞安史志与战略研究》期刊，把史志编研工作与企

业发展战略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利用中煤史志山

西学组的组织形势，广泛动员全行业力量参与煤炭史志文献编

研实务，既推进了山西煤炭志的编纂，又营造了全省煤炭企事

业单位和各产煤市开展史志文献工作的浓烈氛围。最近，省煤

炭工业协会为便于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工业文献工作委

员会的工作相衔接，决定在中煤史志山西学组的基础上，组建

设立煤炭工业文献工作委员会，与中煤史志山西学组合署办

公，把山西煤炭文献及史志工作的组织与协调纳入省煤炭工业

协会的服务职责范围。 

四、组织编纂《山西煤炭志》系列志是实现全省煤炭行业

志完整性、规范化的重要途径 

山西煤炭志在完成“资料长卷”的辑印工作之后，省煤炭

工业厅于 2011 年 11 月 1日正式行文，印发了《关于印发〈山

西煤炭志编纂办公室关于组织编纂山西煤炭志系列志书的意

见〉的通知》，决定在第二轮《山西煤炭工业志》进入编纂成

书同时，启动《山西煤炭工业志》系列志书的编纂工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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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由冠以“山西煤炭工业志系列志”的 13 部重点企事业志、

11 部产煤市卷，共 24 志（卷）组成，连同《山西煤炭工业志》

共 25 志（卷），委托煤炭工业出版社统一编审，统一版式，统

一装帧，计于 2015 年上半年之前相续正式出版。在 2012 年 7

月召开的“山西煤炭志编纂工作推进会”上，编纂委员会领导

同志进一步强调了编纂系列志书的意义和基本要求。2012 年

12 月初，《山西焦煤集团志》起步，到 2013 年 10 月，该志已

通过专家评审，并交付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出版。《煤炭工业

太原设计研究院志》和《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志》已起步编纂。

各市卷编纂工作均已起步。 

近几年来，在第二轮《山西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积极推

进的过程中，全省各煤炭企事业和各产煤市在为《山西煤炭志》

收集整理资料的同时，各自积累了较完备的史志资料，具备了

各自编纂企事业单位志和区域性行业志的基础。组织编纂系列

志已水到渠成。但是，从近几年已经出版的几部志书看，门类

划分、标题设置、语言表述等，都与志体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距。关键问题在于编纂过程中，缺少统一组织、协调和规范

要求。因此，在一个产煤大省，启动煤炭系列志编纂工作非常

必要。系列志书既全面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规范方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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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篇目布局，避免把方志这一独立学科引入歧途，把志书编

成“工作总结”等不伦不类的书籍，又顺应并保护各重点企事

业和产煤市煤炭工业管理部门编纂煤炭志的积极热情。通过编

纂系列志全方位多角度记载全省煤炭工业历史足迹，培育一批

方志业务人才，在创新中继承并保护方志体例规范，一举多得。 

五、“众手成志”是山西煤炭志编纂的最佳捷径 

《山西煤炭工业志》编纂成书，可为《山西省志·煤炭志》

和《中国煤炭工业志·山西煤炭工业志》提交志稿奠定基础，

这是首轮地方志编纂取得的宝贵经验。第二轮修志中，山西煤

炭志编纂办公室升华这一经验，首先在发动全行业为山西煤炭

志提供资料的基础上，按篇目设置（除“人物”篇置后外）整

理辑印“资料长卷”，继而进入志稿初纂程序。编纂办公室没

有采取组织少数专职编辑人员集中初纂的作法，而是按专业门

类分解到省煤炭厅、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各职能处室和有关专

业单位，安排了 29 名分解初纂执笔人分解初纂志稿。编纂办

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和规范体例。 

《山西煤炭工业志》是覆盖全省煤炭行业的资料性文献，

各专业门类专业技术性极强，省煤炭工业厅各专业职能处室和

全省性各直属专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对各门类资料的遴选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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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权威性。分解初纂志稿充分诠释了“众手成志”的内涵，

这部分专业人员在掌握方志体例要求的前提下，执笔初纂志

稿，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确可保证志书质量。从目前各部门（单

位）提交入志初稿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有的写得很精彩。当

然，《山西煤炭工业志》设立总纂，对各专业门类初纂执笔人

进行事前指导、事中答疑和对志稿的删补、修正、规范，其工

作量之大，尽在不言之中。只要把“众手成志”和“专家修志”

紧密地结合起来，定可圆满完成煤炭工业志编纂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