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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动态 

《宁夏煤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2017 年 1 月 10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在银川召开《宁夏

煤炭工业志》（送审稿）终审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

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解宏绪主持会议。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

《宁夏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肖蕾致辞。《宁夏煤炭工业志》总纂申

笃成对志稿作简要说明。会议推选《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江

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志》总纂赖建辉为评审组组长。评审专家组认为，《宁

夏煤炭工业志》全面记述了 1991-2012 年宁夏煤炭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编纂指导思想正确，宁夏煤炭特色鲜明；篇目设置合理，体裁完备，

脉络清晰，资料丰富，文字朴实，符合志书编纂要求，一致同意《宁

夏煤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解宏绪指出，要加强史志专家队伍建设，创造机会，鼓励专家多

出成果、多出精品。今年，《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总结二轮修志工

作，表彰先进，筹备工作要及早筹划。希望充分利用现有的修志队伍，

编纂《宁夏煤化工志》。希望按照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建议，列出问题

清单，制定修改方案。书稿修改要与编辑加工同步进行，保证进度。 

肖蕾表示按照评审要求，举一反三，抓紧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

确保高质量的《宁夏煤炭工业志》早日问世。       （宇工） 

《内蒙古煤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2017 年 1 月 11 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志（1991-2015）》终审会

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工业志》编

委会副主任解宏绪主持会议。会议推选《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

昌、《陕西煤炭工业志》总纂宁新民为评审专家组组长。自治区煤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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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局长、《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庞禹东，自治区煤炭工业

局副局长、《内蒙古煤炭工业志》主编陈泽及《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

写组成员参加了评审会。 

评审会上，庞禹东致辞，并对《内蒙古煤炭工业志》下一步编修

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陈泽对志书编纂工作做了简要汇报。评审专家

分别对志稿提出了评审意见与修改建议。 

评审专家组认为，《内蒙古煤炭工业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内蒙古

煤炭工业 1991—2015 年的历史和现状，特色鲜明。编纂指导思想正确，

时代特点突出；篇目设置合理，并有所创新；资料丰富，内容全面；

语言朴实，行文规范，记述符合志书编纂要求。一致同意《内蒙古煤

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解宏绪指出，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对修志

工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精准推进。有关部门、单位予以支持配合。

编纂人员工作认真，不辞辛苦，难中求进，完成了志书编纂任务，为

全国煤炭行业修志工作做出了贡献。希望编纂办公室及编纂人员认真

研究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严格按照志书编纂规范，对送审稿进行修

改完善，使高质量的《内蒙古煤炭工业志》早日问世，并积极推进内

蒙古煤炭志书体系的建设。     （本刊特约通讯员  李柏杉） 

《湖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取得新进展 

《湖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 2016 年 5 月 12 日正式启动。 2017

年 1 月 9日志书初稿完成，比计划提前了 6个月。 

1.健全机构、落实人员，编志工作有序推进 

首先，明确了《湖南煤炭工业志（1991-2015）》编纂工作，由湖

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主办，湖南省煤炭管理局、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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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湖南省煤田地质局协办，长沙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承办。2016

年 5 月份，承办单位、编写人员、办公场所和办公用品落实到位，编

写大纲通过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组织的评审。6月份，湖南煤矿

安全生产监察局启动经费到位。 

2.制订制度，面谈交底，资料征集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 

6 月份，《湖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印发“关于征集《湖南煤

炭工业志》编纂资料的通知”，编写了近万字的《湖南煤炭工业志征集

资料提纲》。由主编、主任、总顾问分别带领编写人员分组到全省各地，

走访了全省 13 个市州、5 个分局和全国级重点产煤县，以座谈会、研

讨会形式，督促与指导全省各市州组织力量，收集从 1991 年以来的煤

炭行业相关资料。召开各种碰头会议 23 次，将资料征集的意义、要点

和方法、手段向各地的编纂委员会与联络员做了技术交底。 

3、到市州补点推办，指导落实编志资料 

7 月份，到各省级机构单位联系收集资料，共发出征集资料催办联

系函 24 份。对永州市安全监察局等单位进行了资料征集补点座谈，对

长沙市内10家煤炭相关的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走访，并在湖南煤监局、

省煤炭管理局两大资料收集大户落实了资料收集办公室。 

4.统一编纂思路，进行业务探讨，建立编辑管理制度 

8 月份，编辑部召开了三次编纂专题会议，对节、目的更细层次进

行了探讨，对照《湖南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的构架与要求，进行了

编辑业务分工，明确了各自的工作范围与责任，按编纂工作计划，编

写人员开始了各自负责章节的试编纂工作。制订出了“湖南煤炭工业

志编纂经费管理办法”“编纂聘用人员绩效薪酬考核办法”等管理制度。 

5、编纂工作初见成果 



5 
 

9—10 月，编写人员分别到省档案馆、省煤炭管理局和湖南煤监局，

收集资料，举办了工作会议 5 次，编辑内部业务会议 4 次，到地市州

县座谈23次。编写人员按各自所需内容要求对档案目录进行各自筛选，

统编核实后交档案单位管理人员，分批次统一调档，采用笔录抄写、

复印照相等方式摘录所要内容，晚上则进行初步的分类整理，第二天

按上述程序继续操作，直到该单位资料收集完成。为了最高效率完成

资料收集工作。在档案馆、煤炭局收集资料期间，早上 6 点前就离开

学院；煤监局收集资料期间， 6 点半之前动身。为保证下午的调档进

行，中午不休息，午餐后连续工作，以保证上班后就能调档，下班前

归档。调档查询档案共 1371 部，收集相关书籍和文件原件和省档案馆

复印的文件约 1200 份，电子档文件包含征集材料和电子拍照合计

13987 张，摘录笔记 5 本，共计字数约 700 万字左右。 

11 月份，《湖南煤炭工业志》提前四个月进入到志稿编写阶段。所

有编辑人员齐心协力，放弃双休日和节假日休息，夜以继日的工作，

终于在 2017 年 1 月上旬完成了志书的一审稿撰写任务，比原计划提前

半年完成任务。               （本刊特约通讯员 周松元） 

《泸州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泸州煤炭工业志》（1991—2015），从 2016 年 4 月启动到 11 月

初，完成志稿 14 章 72 节正文和概述、大事纪、专文特载、附录、编

后记计 52 余万字和图片 100 余幅的编辑工作。2016 年 12 月，通过了

《四川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组织的终审。 

一、领导重视，积极部署 

根据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省煤炭工业管理办公室《关

于开展＜中国煤炭工业志·四川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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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函〔2015〕402 号）的要求，泸州市煤炭管理局高度重视，召开专题

会议，对编纂《中国煤炭工业志·四川煤炭工业志》的资料收集工作

进行部署。同时，结合作为产煤大市的实际情况，经局党组研究决定

编制《泸州煤炭工业志》，记录泸州煤炭行业发展。积极向市政府汇报、

争取，市政府划拨了编纂《泸州煤炭工业志》的工作经费。 

 二、积极行动，收集资料 

3 月 29 日，参加了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召开的《四川

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会议。会后积极行动， 在 4 月 13 日，成立了

以泸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市安监局（市煤管局）局长、党组书

记李思能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党组成员、副局长为副主任的《泸州煤

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编委会日常工作，由包建刚

兼任办公室主任。《泸州煤炭工业志》编辑部由牟远华为主编、官伟平

为副主编，特聘请史志学会理事、地方文史研究员陈鑫明为执行主编。

5 月 20 日，召开《泸州煤炭工业志》编纂启动会议，提出了资料收集

要求，并对各区县资料收集人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市局及各区

县落实专人负责制，由专人负责本辖区煤炭资料收集。建立了《泸州

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通讯录，随时根据编纂进度不断完善资料。 

三、逐步推进，编纂志书 

市煤炭行业资料搜集难度大，一是煤炭行业曾由发改、经信、安

监、公安、国土等部门分别或联合管理，涉及多部门档案资料；二是

志书编纂需要搜集 1991—2015 年的资料情况。在 25 年中，煤炭行业

的管理职能多部门变化，加重了资料搜集的难度。根据实际情况，执

行主编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着手编纂，边推进编纂进度，边联系各

产煤县及在泸州的国有煤矿企业完善资料，并根据需要到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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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及各相关部门档案室查阅、搜集相关资料。从 5月 20 日召开会

议正式启动《泸州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到完成初稿，编辑部人员全

部取消节假日，采取 5+2、白+黑的工作模式，加班加点开展工作。 

四、积极汇报，争取支持 

市局党组高度重视，以高标准、高要求严格要求编辑部，要将《泸

州煤炭工业志》打造成一本具有出版社编号的、全国一流的志书。《泸

州煤炭工业志》编辑部积极向《四川煤炭工业志》编辑部及市志办积

极汇报，争取支持和指导。2016 年 8 月 3 日，《四川煤炭工业志》执行

主编一行莅临泸州检查修志工作，对泸州煤炭志修编给予充分肯定。

市志办副主任上官燕、唐慧、马小涛科长，等多次给予帮助指示，加

快修志工作。                （本刊特约通讯员   包建刚） 

▲煤炭企业史志工作动态 

开滦集团认真组织落实史志编纂工作 

开滦集团公司史志办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史志

编纂工作。2016 年开滦史志编纂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开滦年鉴 2015》

《开滦史鉴》1-6 期、《开滦改革发展史》《开滦煤矿志（2009-2013）》

《震后开滦四十年——纪念开滦抗震 40 周年专辑》、上报志鉴文稿等。

为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开滦史志办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是周密组织，按计划实施。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的轻重缓急，

规划好任务时段，确定每项工作的任务目标、完成时限和具体责任人。

二是分类实施，抓好重点工作。《开滦年鉴 2015》进一步优化了章节篇

目，提高了资料数据的准确性；《开滦史鉴》把好组稿、编辑关，增强

了史料性和借鉴性；《开滦改革发展史》《开滦煤矿志（2009-2013）》

接续编撰工作有序推进，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为纪念开滦抗震救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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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开滦史志办组织开展了主题征编活动，选取第一手资料，编

辑出版了《震后开滦四十年》一书，以写实手法，展示了开滦 40 年的

发展历程。三是严谨细致，按规范运作。根据每项工作的不同特点，

细化资料汇集、组稿编辑、审核上报等环节的质量标准，最大限度减

少差错失误。截至目前，已完成史志文稿总量达 240 多万字。  

（特约通讯员 赵彤）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编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修志工作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梁铁山，总经理杨建国分别对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提出要求，

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马源两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2016 年 3 月底，《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编纂工作会议召开，集

团修志全面展开。 

集团成立了编纂委员会，下设编纂办公室，建立健全了史志工作

体系，明确了单位（部门）分管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及具体编纂人员，

完成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编写大纲初稿。在编纂工作会议上，

集团专门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为编纂人员传授有关知识，对照

编写大纲进行分解任务，对编纂工作提出要求。编纂办公室加大督导

力度，编发简报及时汇总、通报编纂工作情况，并对个别责任意识不

强、任务落实不到位、拖延进度的单位和部门督促批评。这些措施极

大地调动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前期相关工作。

目前，资料收集已基本完成，总计 120 多万字，编纂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本刊特约通讯员  赵冬梅）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