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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抓好《中国煤矿事故通览》的编纂工作 

——在中安华邦安全生产研究院调研时的讲话 

煤炭工业文献委副主任 吴晓煜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们文献委几个同志一起到这里看看，同大家商量一下

《中国煤矿事故通览》编纂事宜。刚才，李进、赵守超同志介绍

了情况及初步想法。讲的都很好，我心里有点底了。我讲几点意

见。 

一、编纂《中国煤矿事故通览》意义重大 

编写这样一部书，我一二十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主要是考虑

中国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把所有煤矿事故都记下来的书，虽然

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但都是区域性的、局部的、某一时期的、

某一类事故的，还没有全的。这部书将填补中国煤矿历史的空白，

是中国有采煤史以来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事故全书。

“通览”这个书名很好，这是李进等同志的建议。我们不仅要把

事故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有纸质的，还有电子版的。更重要的是

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煤矿事故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我们搞

分析、搞研究，总结事故规律，为领导进行决策参考、搞后续开

发等，干什么都行。比如说开煤矿防治水工作会，我们就及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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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本透水事故的书；开瓦斯现场会，就可以单独把瓦斯事故列

出来。总之，这本《通览》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参考价值，意义

非常重大。对煤矿领导者、安全管理者、安全生产工作者和研究

机构，还有对煤矿职工都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基本要求 

一是实事求是，做到“通”、“全”、“真”。“通”就是

贯通古今、通览，是纵向的时间概念，从古到今的。“全”就是

收录全部的煤矿死亡事故。各类事故、各种事故、大小事故都要

全。死亡1人和死亡3个人在统计学是一样的。如果3个人录入，1

个人不录，这就不叫全，是有选择的全。“真”，体现了真实性、

可靠性、可信性，也说明它的权威性。 

二是述而不论。如实客观公正记录，不评论，不褒贬，不做

分析点评。 

三是使用查找方便。要设计多种检索方式，方便读者使用。

要实用、适用、好用，各类人员都可以从书中得到收益，都能便

捷使用。 

三、具体事项 

①《通览》的定位就是资料性的大型文献工具书。  

②《通览》的时间上限应该是从历史上发生第一起煤矿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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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限止于2013年底。由于历史跨度大，分成几个历史阶段

也可以。 

③《通览》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事故记录。依时

而记、竖排竖记。一个事故就是一个记录单元，一年一年的来。

第二个部分就是事故案例。两个部分很难在一块表述。因为案例

文字量很大，不能与事故记录混在一起。 

④明确两个标准。一个是事故的录入标准。明确有几个基本

要素，要素不全的尽量补全；再一个是事故案例的录入标准。什

么样的案例才能录入要清楚。不是录入所有的事故案例，案例要

有典型意义。 

⑤抓紧拟出《通览》的凡例。凡例是编写工作的指南。在凡

例中把指导思想、编写原则、范围、标准、要求，以及文体、纪

年、称谓、数字与专业术语使用等都要予以明确。 

⑥抓紧收集资料，建立资料库。广泛查找、收集资料，有事

必录。先建库，在库的基础上编纂。所有资料都要注明出处。同

一个事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来源，时间、死亡人数记载不一致的，

要进行鉴别考证。 

⑦先搞好设计，制定工作方案，然后再实施。先认真讨论，

遇到一些问题、细节怎么办。要考虑的细一些，避免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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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成立编写组。目前先以中安华邦安全生产史志研究所为

主，成立个编写组，李进当组长，赵守超为副组长，文献委于海

宏为联络员。文献委不会亏待各位。 

四、对编写组的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你们这个6人小组，包括我们文献委的同志一定

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看到编纂《通览》的重要性、必要性，

增强工作的责任感。 

第二，发扬奉献精神，热爱项工作，喜欢这个工作，对煤炭

行业要有感情，努力为煤炭行业、为矿工做贡献。 

第三，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求真求实，确保质量。千万

别弄错了，一个事故死亡10人，你写上20个人，人家就不乐意了，

这种笔误有可能发生。 

第四，希望大家加强学习。你们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你们都

懂安全生产，比较熟悉。另一条是在矿业大学培训过。但要看到，

这项工作毕竟业务性、专业性比较强。因此必须勤学精思，钻研

业务，提高编纂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