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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谈修志工作 

按：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在宁德

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高屋建瓴，立意深远，

论述深刻，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我来宁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

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

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

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

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 

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

做一个明白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

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使

人们从一种混沌状态转为一种清楚明白的状态，才能知道过去人类社

会种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修志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难就难在古今资料浩如烟海，进志

书的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要订正；难就难在资料残缺、散失收集起来很

艰难；难就难在横排门类不能缺项、不能割裂与孤立、不能失去整体

性；难就难在志书要合体例又要有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完全搞

散文体、公文体不行，但是由于迁就体例把它局限到没有科学性、思

想性、时代感也不行。志书既要避免宣传色彩，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 

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浩大，要靠上下同步，左右协作，

靠部门完成分志，靠地、县方志办来完成总纂工作。从我们地区来讲

是这样，从省里来讲就更复杂了。既要有“人自为战”的主动进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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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又要有“海、陆、空”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群体意识。不要互相

封锁资料，也不要互相扯皮，要确保这个浩大工程的完成。这项工作

确实不容易。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

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修志人员要刻苦

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

掘珍宝。各级领导对修志人员要督促、培养、鼓励。要关心他们的生

活待遇和政治成长。 

关于经费问题。修志需要一些经费。有人讲我们穷我们就是要“地

穷”志不能短，修志也不能短。虽然我们财政穷，但修志这个钱还是

要挤出来。地、县财政要把修志经费列入预算。同时也得多渠道筹集

一些经费。按规定各分志的经费是由修志单位统筹解决。 

现在存在一些不良的倾向。有的领导强调工作忙，把修志当作一

个软任务，摆不上议事日程；有的是中心工作或临时任务一来，就把

修志人员抽走，修志工作停停打打。这样做不利于修志工作的开展。

修志工作如果要抓，如果认为是一项重要工作，就要一气呵成，不要

停停打打。要当个事业来办，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把它作

为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也作为一种有远见的表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

摆在议事日程上。各级领导各部门领导在你离任之后，仍然还能够使

人们想起来的一项工作，我看也莫过于此。 

志书要注意质量，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时代发展了，科

学分工越来越细，我们一定要在规模、质量上超过前人。现在的志书

都要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因此我们更需要注重质量。各部门都要把质

量放在第一位，对社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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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修志工作动态 

一批省级《煤炭工业志》、专业志将于年内终审 

《中国煤炭工业志》系列志书编纂工作启动以来，稳步推进，取

得较大成果。《山西煤炭工业志》《重庆煤炭工业志》《陕西煤炭工业志》

《辽宁煤炭工业志》已经终审，年内出版。《新疆煤炭工业志》《云南

煤炭工业志》《福建煤炭工业志》《江苏煤炭工业志》等省级煤炭工业

志及《中国煤矿文化艺术志》《中国煤炭报社志》将于年内终审。 

《江西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通过评审 

2015 年 8 月 27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人

员对《江西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进行了评审。评审意见如下： 

一、江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和江西省能源集团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

积极协调推动，精心组织与部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同意《江西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通过评审。大纲篇目设置

合理，条理清晰，体裁运用得当，较全面地反映江西煤炭工业的历史

和现状，符合志书编纂规范。 

三、在编写工作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编写大纲进行必要的调整。

望根据此大纲，全面安排好《江西煤炭工业志》的各项编纂工作，早

日圆满完成修志任务。                         （宇工） 

呼伦贝尔市煤炭修志工作扎实推进 

《内蒙古煤炭工业志》修纂工作任务下达之后，呼伦贝尔市经信

委立即成立了修志工作领导机构，由煤监科具体组织，聘请有志书编

纂经验的两位老同志执笔编纂。 

2015 年 5月 10 日，召开了《内蒙古煤炭工业志·呼伦贝尔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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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作培训会。会上，市经信委副主任李志强调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

并要求各涉煤旗市和煤炭企业一定要高度重视，组织专门的工作班子，

分管领导要亲自挂帅，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这项工作。全市 9 个涉煤

旗市（区）、4 个煤业集团公司、三个煤田地质勘查部门的修志分管领

导和主编人员参加了会议。 

2015 年 6月 16 日呼伦贝尔市经信委《煤炭志》领导小组赴各旗市

煤炭管理部门及重点企业现场指导修志工作。对一些篇目设置、专业

术语概念等问题做了探讨研究。目前，各旗市和企业绝大多数都组成

了专门的领导机构、落实了编修人员，特别是各大煤业集团都有编写

班子，工作踏实，进度较快。检查组在肯定各旗市、企业志书修编成

绩的同时，也提出了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快志书编纂进

度。                      （本刊特约通讯员  韩锡文） 

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精心组织修志工作 

为了全面记述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组建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和发

展变化，确保《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志》如期出版，湖南省煤业集团

公司按照“有领导管事，有人干事，有钱办事”，编写高质量志书的要

求，对志书的编写工作进行了精心部署和安排，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领导重视。集团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党委书记覃道雄为主

任，总经理李义成为副主任，集团公司高管为委员的《湖南省煤业集

团公司志》编纂委员会。由集团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李传红任总

编，主抓编纂工作。各部门及所属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任编辑，并

对所分管业务范围内志书内容的编写负责。修志工作作为集团公司一

个重要的“一把手”工程列入了年度重点工作。 

二、后勤保障有力。编写大纲审查通过后，共选聘了 8 名专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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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设立了《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志》编辑部，购置了办公桌椅、电

脑等设备，人员集中办公。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专职人员的食宿

和工资待遇得到了保障。其他费用再下降，修志费用不缩减。 

三、精心组织。今年 5 月份，集团公司下发了《关于修编〈湖南

省煤业集团公司志〉工作的通知》，对修志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

了组织机构、编写原则、工作计划、编写任务、工作要求和责任人。

明确各部门、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工会主席具体抓。通知下

发后，集团召开了《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志》编纂工作动员会，各部

门单位成立了修志机构和编写班子。将编写内容共分成 24 个板块，由

22 个部门和 31 个单位分别具体负责，编辑部负责培训和总协调，有

132 人参与志书的编写工作。 

四、强力推进。集团公司将修志工作完成情况与各单位、部门的

年度考核、季度薪酬绩效考核直接挂钩。编辑部每周一召开工作例会，

总结工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安排本周重点工作，并将明确的重

点工作打印下发每位工作人员，明确工作内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五、成效明显。截至 8月 10 日，31 个单位资料报送全部完成，22

个部门已经全部或部分上报了编写材料。截至 8月 14 日，完成了对 31

家二级单位简介稿件的初审，各部门报送资料的初审已完成 80%。根据

计划，10月底完成初审定稿，11—12 月完成志书稿件的二审和三审，

12 月底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终审。 

                    （本刊特约通讯员  童建良） 

开滦集团稳步推进《开滦煤矿志》编纂工作 

开滦集团按照上级部署，扎实做好志书编修工作。《开滦煤矿志》

（2009-2013）编纂工作启动一年来，按计划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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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领导，周密组织。2014 年 8 月下发编纂工作实施意见，

成立志书编委会，集团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确立主编负责

制，主管史志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具体负责编修工作的组织协调，承编

单位开滦档案馆组织专门人员，成立编写组，负责具体实施。 

二是精心设计，规范编写。编写组按上级部门要求认真完成编写

大纲的拟定、报送和审核工作。拟定下发了资料征集通知，对征集内

容、质量标准等做出了明确要求，细化了责任分工，明确了责任部门。

同时，对馆藏素材资料进行搜集汇总，编写资料长编。编写组定期召

开会议，落实任务要求，及时解决问题。编修人员严格按照进度要求

和各自分工，精心整理文稿。截至 2015 年 7月，已完成资料搜集和资

料长编 150 万字，撰写志书初稿约 10万字。 

（本刊特约通讯员  沈振庭） 

新疆考古成果将我国用煤作燃料历史推前上千年 

大约 3500 年前，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的古代先民就已经发现并

利用煤炭。 

近日，新疆考古人员在尼勒克县的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中，发现

了大量的煤灰、煤粒、没有燃尽的煤块，以及古代先民做饭取暖用的

灶址和灰坑。考古人员结合遗址出土的文物和墓葬形制初步推测，遗

址年代约在青铜时代，距今 3500 年左右。据悉，这一发现将国内用煤

作燃料的历史至少推前了 1000 年。 

据了解，从 6 月中旬开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吉仁台沟

口遗址和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已在遗址中陆续发现了 4处房址。 

“这些房屋都位于地层60厘米至1米左右的深度，呈半地埋形式，

周围用石块堆砌。”考古人员在 4处房址中发现了大量煤灰、煤粒、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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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燃尽的煤块，此外，还在房屋地面上发现多处烧火用的灰坑，2处用

石头砌成的灶址，灶壁内侧能清晰地看见烧结的痕迹和烧红的土层，

“这些灰坑、灶址可能就是古人用来做饭取暖的”。 

本次考古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部主任阮秋荣研究

员说，中国目前据考古出土文物最早用煤是将煤晶、炭晶做成装饰品

戴在身上，这始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中

已较为多见，而煤炭被大量用于生产、生活的记载则是在汉代。 

（摘自《中国煤炭报》） 

史志著作简介 

《中国矿业大学史》 

《中国矿业大学史》（1909～2009）由邹放鸣主编，2009 年 1月中

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00 万字。 

本书采用章节体，全书共 23章。采取以纵为主、纵横结合的方式，

全面叙述中国矿业大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改革开

放 30 多年的办学成就。 

第 1～6 章，主要记述从 1909 年前后焦作路矿学堂的创办到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焦作工学院这段历史；第 7～11 章，主要记述从

1950 年以焦作工学院为基础在天津创办中国矿业学院到“文化大革命”

中 1970 年北京矿业学院搬迁四川之前这段历史；第 12～15 章，主要

记述学校 1970年至 1981年底搬至四川合川办学的历史；第16～23章，

主要记述学校从 1982 年初搬迁江苏徐州办学到 2009 年百年校庆前这

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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