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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国煤炭工业文献与史志工作年会材料 

 

存史资政  弘德教化  

精心打造煤炭行业精品志书 

 

咸阳市煤炭工业局 

（2013 年 11 月 18 日） 

 

咸阳市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腹地，东邻省会西安，西接杨凌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西北与甘肃接壤。全市辖 2 区 1市

10 县，总面积 10196 平方公里，总人口 492.86 万。2012 年，全

市国民生产总值1616.2亿元，规模工业实现总产值2234.5亿元，

其中，能化工业实现产值 1020.34 亿元，占到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45.67%，居全市七大支柱产业之首。咸阳市是陕西省第二产煤大

市，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地质储量 114.35 亿吨，预测

储量约 130 亿吨，集中分布于辖区北部的彬县、长武、旬邑、淳

化、永寿五县，其中彬长矿区地处彬县、长武境内，地质储量 89.78

亿吨，是全国确定的十三个重点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是西北地区

重要的能源接续地。全市现有各类煤矿 35 处，其中地方煤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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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2012 年，全市生产原煤 5085.14 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 320.2

亿元，煤炭工业实现税收 33 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

要能源产业，为全市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充分反映咸阳煤炭工业发展史，记述煤炭工业发展历

程，推动咸阳煤炭工业又好又快发展，2013 年元月份，咸阳市

煤炭工业局在咸阳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和陕西省煤炭志编纂

委员会的精心指导下，开始组织编纂《咸阳市煤炭工业志》。《咸

阳市煤炭工业志》是一部跨度 500 年、记述咸阳煤炭工业发展历

程的第一部通志。该部志书约 80 万字，分为序、凡例、目录、

概述、志、大事记、附录、编后记八个部分，其中“志”分为十

五篇、七十七章、二百五十七节。截至目前，已完成八篇近 32

万字的初审稿、17 万字的大事记，编志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健全工作机构，配齐编志力量 

编志工作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没有一个健全的机构和一支综

合素质过硬的队伍，就很难开展工作。咸阳市煤炭工业局对编志

工作高度重视，今年元月份全省煤炭志编志工作会议召开之后，

市煤炭局就根据会议精神和要求，及时成立了《咸阳市煤炭工业

志》编纂委员会，由局主要负责人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局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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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室、各产煤县煤炭局、各煤矿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加强对

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责任心强、热

爱编纂工作、文字功底扎实、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办公室

主任，具体负责和落实编志工作。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制定下

发相关编志配套文件，从编纂任务、完成步骤、时间断限、内容

要求、资料收集、体裁体例、篇幅规模、审查验收、出版印刷等

各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强化了对编志工作的组织领导。鉴于编

纂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跨度大，为做好咸阳煤炭志的编纂工作，

市局还专门抽调 1 名县级干部、6名中层干部和 6名业务精通、

文字功底强的工作人员参与志书的编写，进一步充实了编志工作

的人员力量。同时，各产煤县煤炭局也成立了相应机构，抽调、

聘请专人编志，形成了上下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协作的编纂氛围。 

二、加强专业培训，提升编纂水平 

编纂志书关键在人，这也是保质保量完成编纂任务的根本保

障。因局机关和县、矿人员以前均未参加过史志编纂工作，对史

志编纂工作的要求、文体格式、资料收集等不熟悉。编纂工作启

动后，我们及时请教省局编志办、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及

业务人员，共同研究对编志人员的业务培训方案，编印了《咸阳

市煤炭工业志编纂业务培训教材》、《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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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资料汇编》等培训教材，采

取印发资料、集中学习、专题讲座等形式培训编志人员。今年以

来，先后举办编志业务培训班 2期，两次邀请省煤炭编志办、咸

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专家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市、县煤炭局编纂人

员参加陕西省煤炭工业志编纂业务培训班学习，共计培训市、县、

矿三级编纂人员达 40 余人次。为了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我们还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与史志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陈

昌、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吴玉莲处长等专家的授课录音整理后打

印成册，作为培训教材，发给市、县、矿编纂人员，帮助编纂人

员更多地了解专业志书的编纂常识，增长见识，从而提高了编纂

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三、科学谋划大纲，注重突出特色 

编纂提纲和篇目设置是一部志书的灵魂。要想编出好的志

书，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编纂方案。编志工作一开始，我们就集

中力量拟定编纂方案。从“三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和“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等角度出发，参照同行

业编纂的优秀志书，制定了《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方案、编

纂提纲及基本篇目。在篇目的设计上，我们力求把握实用性、典

型性、可操作性，注重时代性、地方性、专业性，坚持志书“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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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门类、竖写史实”的编纂规范与“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编

志原则，横向覆盖咸阳市境内不分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全行

业单位以及煤田地质勘探、煤矿建设、煤炭生产、煤矿安全等各

项工作，纵向以大事记形式记载，经纬纵横，形成整体，反映历

史与现实全貌，真正将这部志书编纂成为能客观、全面、系统反

映咸阳煤炭工业的“资料库”，成为咸阳工业经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推动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宝典。 

四、广泛征集资料，力争全面准确 

资料是编纂志书的基础，编志工作没有丰富翔实的资料就成

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起步较

晚，无现成资料可利用。为此，我们十分重视资料征集工作。一

是重视基层资料的报送质量。资料征集工作开始后，市编纂办及

时制定入志资料要素及要求，绘制各类表格，并下发到各产煤县

煤炭局、各煤矿企业，要求结合各自实际，认真填写上报，以供

入稿。截至目前，各县煤炭局共报送资料达 30 万字，煤矿企业

报送各类表格 18 种，资料采用率达到 90%以上。二是组织力量

广泛收集资料。从今年 5 月份开始，市编纂办工作人员多次在市

档案局查阅原咸阳市冶金机电局、原咸阳市重工业局、原咸阳市

煤炭工业管理局、煤炭工业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大量的档案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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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于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综合性资料收集整理，采取全文

复印，巨细毕收，按先后顺序编号登记、记录资料名称、资料类

别。此外，编纂人员还详细查阅了图书报刊资料、图像网络资料

及口碑资料，通过现代网络技术查找相关资料。由于搜集资料工

作量大，时限跨度长，因而边收集边整理，整理一篇，校对一篇，

审核一篇，确保入志资料翔实准确、层次分明、取舍精当，经得

起历史检验。截止目前，已收集整理档案资料上千余册。同时，

我们还积极向历任煤炭局领导、原岗位工作人员了解、核实第一

手资料，邀请市、县煤炭局部分退休老同志座谈，对资料来源进

行逐一核实，确保了资料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三是精心

选购图书资料。为了增强资料的完整性，编纂办先后购买了《彬

县煤矿发展史》、《中国煤炭志.陕西卷》、《陕西省离退休干部名

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煤炭

史记》、《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中国近代煤矿史》、《清代的矿

业》、《三水县志》、《邠州志译注》、《延安市煤炭志》等书籍，为

编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考文献。 

五、树立精品意识，确保志书质量 

《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坚持以抓质

量为重点，以创精品为目标，通过建立和落实主编负责制、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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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制等制度，从资料搜集、文稿撰写、审核校对、编辑总纂等

方面认真把好政治关、资料关、体例关和文字关，力求所编志书

观点正确、资料详实、编纂精细、特色突出。同时，在志书纂写

上，我们正确处理好大事情与小内容、近时间与远距离的关系，

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方法，坚持客观记载、体现地方特色，

合理科学设定篇幅，准确把握各类基础资料的运用，努力编纂出

一部体例完备、行为规范、可读可鉴的新一轮煤炭工业志书。 

六、严格工作考核，落实经费保障 

今年以来，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局党组

明确要求，要像抓煤矿安全工作一样，抓《咸阳市煤炭工业志》

的编纂工作，努力把《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成一部精品佳作、

良志名志。为了按期完成编纂任务，市煤炭局将《咸阳市煤炭工

业志》的编纂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对报送资料采用率高、

编纂质量高、完成任务好的单位及编纂人员进行表彰奖励，调动

了编志单位和个人工作的积极性。为了确保编志工作顺利推进，

市煤炭局及时落实经费及办公场地，将编志经费 30 万元纳入年

度财政预算，为编志人员提供了专门的办公场地，统一配备了现

代化办公设备，为加快煤炭志书的编纂提供了有力保障。 

总之，我市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开局良好，也取得了明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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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要达到“良志精品”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

们将以本次会议精神为契机，虚心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单位的好

经验、好做法，继续努力，抓紧时间，扎实工作，力争提前、高

质量完成《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的编纂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