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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上半年煤炭史志工作取得新进展 

1.完成了 9 部志书的终审。其中有宁夏、内蒙古、河南、湖南、

青海等 5部省级《煤炭工业志》，文工团志、信息院志、建设志和文化

艺术志等 4 部专业（事业单位）志。截至目前，共有 20 部省级《煤炭

工业志》和 6 部专业志，4 部事业单位志共计 30 部志书完成终审，已

出版 8部。 

2.做好对志书出版清样的审核工作。《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分工

对云南、福建、贵州、陕西、兵团、体育、报社等 7 部志书的出版清

样进行审核，并将书面审核意见提交出版社，出版社根据意见认真修

改，确保志书的出版质量。 

3.推进重点产煤市煤炭工业志编纂。《泸州煤炭工业志》已出版，

《株洲煤炭工业志》编纂已经开局，《延安煤炭工业志》编纂得到《陕

西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给予指导和帮助。 

4.推动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志书体系的建设。《中国煤炭工业志》编

办与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对临沂、泰山煤矿工人疗养院，以及峰峰、淮

北、鸡西职防院等 5 部志书编纂大纲进行评审。 

5.充分发挥网站、微信、期刊等媒体的作用，宣传史志工作。上

半年编印 6 期《煤炭史志简讯》，在“煤炭史志网”发布信息 300 余条。

建立煤炭史志微信平台，发布信息 200 余条，受到了史志工作者欢迎

和响应，粉丝达到 500 余人。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指办）

建立信息共享，及时转发“方志中国手机报”。吴晓煜撰写评价煤炭史

志著作和人物的文章，撰写《关于实施“互联网+煤炭史志”工程，加

强煤炭史志信息化建设的探讨》的文章，得到了中指办的肯定。 

6.组织编写《中国煤炭工业史》。5 月份，与工经联到徐州中国矿

大，对《中国煤炭工业史》编纂进行调研，目前完成了 300 万字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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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行业中编纂质量和进度居前列。 

7.加强史志队伍建设。发展煤炭史志个人会员。目前，个人会员

已超过 560 人。                              （陈  昌） 

《山东能源集团志》编纂工作进入统稿阶段 

2016 年 8 月《山东能源集团志》启动编纂工作以来，领导十分重

视，责任落实，措施有力，进展顺利，目前已写出初稿 80 余万字。 

山东能源集团于 2011 年 3 月成立，为世界 500 强企业。编纂组紧

紧抓住三个环节，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一是举办学习班，培训撰稿

队伍。特邀《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等专家讲课，重点学习掌

握编志技巧和写作方法。二是编纂人员分专业、进部门、下单位，共

同研究探讨资料收集、编写思路和撰稿要点，明确思路，少走弯路，

一次成“巷”。三是在编纂过程中，边写边改，随报随改，保证了初稿

质量。目前，编纂组加班加点，修改初稿，计划在今年十月份，送《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组织终审。  （本刊特约通讯  孙卓龙） 

潞安集团年鉴编纂实现规范化系统化 

潞安集团高度重视年鉴编纂工作，自 2001 年创刊以来，一年一卷，

已连续编纂出版十六卷。立足高标准、高起点，总结经验，提高编纂

质量，对年鉴编纂作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不断创新，按照年度特色

在栏目上作相应调整，使年鉴编纂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具潞安特色。 

在编纂集团公司年鉴的同时，对全集团年鉴编纂工作实行系统化

管理。各大厂、矿均开展了年鉴编纂工作，各单位互相学习、借鉴，

共同提高。王庄、石圪节、五阳煤矿等单位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展

了年鉴编纂，质量逐步提高。常村煤矿、余吾煤业、太阳能公司等单

位，高起点起步，均编纂了年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潞安集团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年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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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文化 

盛 世 修 志 铭 
吴晓煜 

（一） 

巍巍中华， 浩浩炎黄。 

文化大邦， 遗珍辉煌。 

方志一脉， 源远流长。 

两汉滥觞， 扩展于唐。 

宋代定型， 明时益彰。 

清季臻繁， 民国显扬。 

至我盛世， 万千气象。 

国家规划， 领袖力倡。 

条例护航， 法律保障。 

各界赞襄， 蒸蒸日上。 

百花绽放， 共圆梦想。 

传承古今， 功德无量。 

（二） 

煤炭行业， 给力颇强。 

争着先鞭， 荷戟担当。 

胸怀朝阳， 开辟文场。 

选兵择将， 文武一堂。 

体系设计， 用意远长。 

制度规范， 圭皋周详。 

培训研讨， 互教互帮。 

精读勤想， 厚植学养。 

追效榜样， 功著必奖。 

不泥旧制， 善改稳创。 

传统发扬， 鼎新开放。 

信息建设， 互联共享。 

设站布网， 公众号响。 

编刊办报， 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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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 初衷不忘。 

难中求进， 执着守望。 

（三） 

发凡言例， 立规定向。 

巧谋篇章， 纲举目张。 

体裁各项， 不缺不盲。 

门类横排， 科学得当。 

资料实翔， 全面为上。 

钩沉篦梳， 尽在指掌。 

依时竖写， 字句酌量。 

信达雅简， 语言通畅。 

第三人称， 客观立场。 

寓论于述， 勿议短长。 

远略近详， 重在现状。 

特色凸显， 光鲜明朗。 

时空限定， 设界守疆。 

行文循矩， 祛除硬伤。 

概述总摄， 文思荡漾。 

大事皆记， 编年述往。 

取录标准， 执一勿两。 

人物之传， 戒否戒臧。 

崇真求是， 恶抑善扬。 

表格图像， 要事一桩。 

附录文萃， 切莫漏忘。 

编纂始末， 殿于后厢。 

总成笔削， 媲美工匠。 

三审必讲， 忌走过场。 

品佳志良， 书卷溢香。 

异彩流芳， 恒久典藏。 

事业未央， 还看后浪。 

江河万古， 赓续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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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人物评介 

勤奋不懈  笔耕不辍——史志专家潘惠楼 

潘惠楼先生是著名的史志专家。他对北京史志研究的不懈追求与

三十多年的笔耕成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大家效仿的榜样。 

他生于 1950 年。1968 年到农村插队，1972 年到北京矿务局（现

京煤集团）房山煤矿干采煤工，由于表现突出，当了党支部书记，进

而任矿宣传部长。此间坚持业余自学，搜集煤史资料，动笔写些煤史

文章，获得大学本科学历。1987 年调到矿务局宣传部。1990 年专职从

事史志工作，多部北京煤史专著就出现于此期间，这是他第一个成果

多发期。2010 年退休后，受聘京煤集团，从事史志编纂，反而更加忙

碌，其探索、学习、写作动力有增无减，进入了第二个成果高产期。 

一、潘惠楼的研究写作，最大特点就是勤奋 

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不止于困难之境。是全方位的勤奋，

勤思考、勤请教、勤跑腿搜集资料、勤动笔写作。无论外界条件如何，

他想的就是史志这件大事，还缺什么资料，到哪里去找；需要写什么

文章、书，怎样写。无论是八小时之外，还是节假日，工夫全搭在史

志上。1982 年，北京局的同志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1983 年夏，我专

程到房山煤矿拜访他并搜集资料。见到这个三十出头的矿宣传部长，

第一印象就是勤奋好学。谈吐间表露出对史志工作的浓厚兴趣与勤奋

向上的欲望。他马不停蹄地领我查旧庙、爬荒山、访故老。烈日下在

公路边上查找一块煤炭石碑，喝着过往车辆掀起沙尘的阵阵狂风，抄

写碑文。这种能吃苦的劲头令人感动。正是凭着勤奋不止的精神，他

本人出版了 5 部北京煤史专著（还有两三部待出）、5 部文史书籍、担

任副主编或参编 21 部志书、参加 50 余部志书的审稿、几十次培训授

课。这些丰厚的成果证明了他的勤奋。天才在于勤奋，成果出于勤奋，

这正是惠楼之所以成为史志大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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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潘惠楼的贡献主要是对北京煤炭史研究及志书编纂，他是史

与志兼具的双星专家 

一是北京煤炭史研究。北京煤炭史在中国煤炭史中占有异乎寻常

的重要地位。北京是几百年的皇城，中央政权的煤业管理政策、北京

煤炭行业发展的轨迹，无异是中国煤炭史的一个缩影。惠楼看准了这

一点，深耕精读，钩沉资料，挑灯秉笔，日积月累，成就了多部煤炭

史著作；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目前无出其右者。 

1.《北京煤炭史苑》。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出版。内收煤

史文章 28 篇，12.5 万字。 

2.《京煤史话》。煤炭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出版，收录煤史文

章 117 篇，前有“北京煤炭开发概述”。精装本，40 万字。 

3.《煤炭史志资料辑考》。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出版，51

万字。此书学术价值颇高，另有专文评介。 

4.《北京煤业大事记》。中国博雅出版社 2016 年 1 月出版。与安

全山合编，22 万字。 

5.《房山耕读记》。2011 年内部印刷，30 万字，为文史资料集。 

6.《门头沟耕读记》。中国博雅出版社 2015 年 7 月出版，50 万字。

内中有煤史文章 20 多篇。 

7.《创业——北京矿务局五十年》。任副主编。 

二是北京煤炭志及地方志编纂。他从1990年起专职从事志书编纂，

用心给力甚勤，对于志书编纂理论及实务操作，有深切体会、领悟与

较多成果。他担任副主编、编办主任或统纂的煤炭志书有： 

1.《中国煤炭志•北京卷》。1999 年煤炭工业出版社 2 月出版，100

万字。 

2.《北京工业志•煤炭志》。科技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3.《北京志•煤炭工业志》。北京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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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煤炭工业志》。将于 2017 年底出版。 

此外，他是北京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参与了几十部地方志书的

编写，50 余部志书的审稿。包括《北京煤炭流通志》《云居寺志》《门

头沟区志》《门头沟村落文化志》《北京电力志》《北京园林绿化志》等。

当然，志书编纂非一人之力，但他在此中的努力、贡献，无疑是他人

生与事业的又一闪光点。 

三、把搜集整理资料与动笔写作结合起来，是值得借鉴的治学经验 

潘惠楼的治学之路无疑是成功的。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就

治学方法而言，一个值得借鉴之处就是把搜集资料与写作有机结合起

来。在深入掌握资料与证据的基础上，用生动文字把资料变成一篇篇

文章。勤于动手写，就是其要害。他是业余写作，拿不出专门时间，

只好从煤炭史中的一件事、一个侧面写起。因此著作大多是文章的汇

辑。我在 1983 年曾向他建议从小文章写起，多写、快写，成熟一篇就

写出一篇。他做得非常好。从一个点写起，各个点联成一线再写这条

线的文章，点线成面，又及时把这一面的文章写出。集腋成裘，积跬

步以致千里，二百多篇文章陆续问世，见诸于多个报刊。许多文章很

有价值，比如在《窑神庙考》《清代对煤窑的调查》《北京煤炭碑刻漫

谈》《元代北京的煤税》《旧京煤铺知多少》《话说北京的煤牙》《和坤、

纪晓岚与京西煤》《北京煤炭古诗选笺》《寺院僧人与采煤》《吴作人为

煤矿画传选题诗》《碧云寺煤窑泉水风波》等文章，简短精悍，文风活

泼，知识性、趣味性强，颇受读者青睐。这既是他的成功经验之一，

也是入此门者应该借鉴、效仿的。 

撰写一本北京煤炭史，是潘惠楼多年的所想、所愿。我们期待他

有一部完整的北京煤炭史专著早日问世。  （吴晓煜  2017.6.22）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