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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神东天隆集团公司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简报》创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内煤

局字〔2015〕70 号）文件要求，为完成好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委

会下达的编纂工作任务，经集团公司研究，决定成立《内蒙古煤炭

工业志（1991—2015）》神东天隆集团公司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全

面展开了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并在组织编写《内蒙古煤炭工业志

（1991—2015）》（天隆部分）的同时，负责编写《神东天隆志》。 

为了互通编志信息，交流编志经验，收集归档编志资料，集团

公司《煤炭志》编纂领导小组决定编发《神东天隆集团公司编纂工

作领导小组简报》（以下简称《简报》）。《简报》设编写日志、

工作动态、编志小知识等栏目，定期或不定期出刊，发送编纂小组

各成员。 

                  （神东天隆集团公司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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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自治区副主席白向群同志在全区地方志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015 年 6 月 9 日）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全区地方志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和全国

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总结近年来的工作，部署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推动全区地方志事业再上新台阶。 

自首轮修志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和自治区的部署和要求，为发展地方志事业付出了艰辛努力，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共编辑出版三级志书 250余部，行业、部门和村

镇志书 900多部，地方综合年鉴 200多部。12个盟市、102个旗县

（市、区）首轮修志任务全部完成。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有 5 个信息化系统通过验收，“内蒙古区情网”与 12 个盟市地情

网实现互联互通。《内蒙古自治区志•大事记》等 30多部志书和年

鉴多次获奖。同时也要看到，按照国家的要求，与兄弟省区市相比，

我区地方志工作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修志工作整体滞后；区域

间、部门间进展不平衡；修志人员紧缺；馆库建设迟缓；地方志资

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

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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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都十分关心地方志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批示、指示，寄予地方志工作殷切期望，为我们发展地方志事

业指明了方向。今年 6月 2日，巴特尔主席就发展地方志事业作出

重要批示，对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因此，

我们要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战略眼光、从全局

高度来认识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中、在推进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的落实中推动全区地方

志事业创新发展。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坚持修志主业，编修优秀方志 

修志编鉴是地方志的中心工作，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内

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工作规定》赋予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定工作职责。

加快进度并确保质量是当前修志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是加速完成首轮修志任务。自治区人民政府首轮规划 74 部

自治区志，按要求应在 2000年之前完成，但拖到今年才接近完成。

未完成的 14部分志包括，《人口和计划生育志》、《对外贸易志》、

《教育志》、《体育志》、《建设志》、《沙漠志》等。会后，与

会各位代表要及时向一把手汇报，抓紧完成首轮修志任务。年底前

仍未完成的，要在全区进行通报。对已经评审的志稿要尽快组织验

收，已经验收的志稿要尽快送印出版，未评审的要尽快组织评审。

14 部志稿验收合格后，要及时完成《总卷》的编纂任务。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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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务必在年底前全部完成出版任务，以接受国务院办公厅督查。 

二是加快推进二轮修志工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内蒙古自治

区第二轮修志从 2003年启动。规划了自治区志 82部，目前已完成

3 部；规划盟市志 12 部，已完成 4 部；规划旗县志 102 部，已完

成 41部。修志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各委办厅局。国家要求在 2020

年前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尽快

制定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切实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按时完成

工作任务。 

三是尽快实现全区三级年鉴全覆盖。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即将出台的《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管理规定》精神，要进一步完善我

区年鉴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内蒙古年鉴》要建立健全年鉴编纂、

评议、审读机制，进一步提高质量、加快进度，及时为社会各界提

供资料参考。各供稿部门和地区要按照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要求，

按时上报年鉴稿件。各委办厅局要立足行业特点，定期出版各类专

业年鉴，为续志做好基础性工作，并及时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依据。各盟市要继续抓好年鉴的质量和效益，做到一年一

鉴。没有启动年鉴编纂工作的 55 个旗县（市、区），要把年鉴摆

到与修志同等重要的位置，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抓紧启动实施，努

力实现全区三级年鉴全覆盖。 

二、坚持依法修志，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各级人

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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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工作，做到依法管志、依法修志、依法用志 

一是认真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要求。“一纳入、八到位” 

是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作为基本经验加

以强调的。“一纳入”，即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年度工作任务中。“八到

位”，即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

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认真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地方志工作法治化

的具体行动，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内蒙古自

治区地方志工作规定》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各修志部门和单位

要坚持全局视野、问题导向和创新精神，自觉对照“一纳入、八到

位”要求，切实落实修志经费、明确修志人员、解决修志难题。主

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真抓真管，保证按时按质完成修志

任务。 

二是健全完善督查通报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履

行职责、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组织实施和管理、社会各界依法

参与和支持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工作格局。要依法强化对地方志工

作的督查，重点督查修志工作中的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解决好

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今后，自治区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年度督

查、专项督查，建立有效的督查机制。对地方志工作不重视、领导

不力或基本条件不能保障、工作难以推进以及至今仍未启动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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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或部门要进行重点督査，及时通报督查情况并追究相关责任。 

三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要重视改善修志工作条件，切实关心

广大修志工作者的生活，努力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通过上下联动，

进一步激发全区修志工作者创业干事的信心，鼓励他们立足岗位潜

心修志。 

三、坚持谋事作为，拓宽地方志事业发展途径 

当前，各级方志馆、地情网、旧志整理等工作还比较薄弱，有

的还存在空白，难以适应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自治区地方志办

公室要与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沟通，抓紧筹划方志馆选址事宜。有条

件的盟市、旗县（市、区）也要因地制宜建设集收藏、保管、展示、

研究和开发利用为一体的方志馆。这既是国家的要求，也是我区地

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各委办厅局要在门户网站建设地方志

工作网页，盟市、旗县（市、区）要依托政府网建立地方志工作网

页，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三级地情网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各地区要多方收集留存的旧志孤本、善本，下大力气保护

好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做到古为今用。 

同志们，做好地方志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大家以

更开阔的思路、更有力的措施、更务实的作风，深入推进全区地方

志事业科学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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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1979 年，乌达矿务局全年上交利润 2398 万元，创建局以

来企业经营最好水平。同年，矿务局全年生产原煤 474.44 万

吨，创历史最高水平。 

    1980年，内蒙古原煤总产量 2210.0941 万吨。其中，统配

煤矿生产 1537.3627 万吨；地方国营煤矿生产 371.536万吨；

乡镇集体煤矿生产 301.1954 万吨。 

    1981年，乌达矿务局引进了第一套综采机组，并在苏海图

矿 0954工作面安装使用。 

    1982年 12月 31 日，海勃湾矿务局原煤生产创历史最高纪

录，突破 200万吨大关。 

 

◆漫谈修志 

煤炭行业二轮修志要健全三个体系 

 

    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已于 2012 年下半年全面开展，有关产

煤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管理部门、煤炭工业协会等社团组织、

煤炭企事业单位普遍行动，成立编写机构，组织编写人员，克服困

难，扎实推进。 

    各修志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编委会主任要站得更高一些，看得

更远一些，统揽全局，通盘考虑，全面规划，总体设计，健全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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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体系，有序有效地推进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完成这一传承

古今、功德无量的历史任务。 

    根据全国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的实际，目前应该着力建立健

全三个体系： 

    第一，健全煤炭行业志书体系 

    主要包括三个系列。 

    一是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工业志系列。 

    二是全国性煤炭专业志系列。包括全国性的事业单位志。这方

面基本上是空白，需要下大力气组织推进。 

    三是大型煤炭企业志。包括中央管理的煤炭企业志、全省（自

治区、直辖市）性的煤炭企业志。此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出现

一批质量较高的大型煤炭企业志书。但需要加以引导与规范。 

    第二，建立修志工作组织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编纂工作委员会。编委会是修志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决

策机构。修志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编委会主任，并有一位负责人主持

编委会日常工作。 

    二是成立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修志的业务工作与日常管理。办

公室主任在修志期间应当专职。编写人员要符合条件，主要编写人

员在修志期间应当专职，其他人员可以兼职。 

    三是修志单位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资料搜集人员和有关

章节初稿的撰写人员（可兼职）。形成合力，众手成志。 

    四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工业协会可参照中国煤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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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的做法，成立煤炭文献与史志工作委员会。作为协会兼职的

分支机构，便于煤炭协会系统工作对口衔接。 

    五是建立专职或兼职的史志工作机构。该机构在修志期间承担

编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修志结束后继续做好有关史志工作，使煤炭

史志事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健全修志工作规章制度体系 

    主要是编委会及办公室工作规则、目标责任制、主编或总纂全

面负责制、编写大纲的审核和书稿初审、复审、终审的三审制、书

稿质量规定、督查考核制等。坚持依法修志，促进修志工作规范化，

确保志书质量。 

 

                                        （摘自煤炭史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