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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湖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经过积极准备，《湖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于 2017 年 8 月启动。

8 月 8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晓煜，副总纂陈

昌与湖北省能源局煤炭管理处邹进华、曾军及编纂人员梁银厚等进行

座谈。邹进华处长表示省发改委、省能源局高度重视、积极推进修志

工作，落实了修志经费，选聘了编写人员，解决了办公室及办公设备

等问题，并介绍了编纂工作的安排计划。吴晓煜、陈昌对编纂工作提

出了建议与有关注意事项，与编纂人员深入交换意见。对参加编纂的

几位老同志，提出表扬和鼓励。双方认真讨论修改了《湖北煤炭工业

志》编写大纲。邹进华表示要适时召开《湖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动员

及培训会议。在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与编委会的领导下，以认真负责

的态度和积极进取的行动，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尽快编纂出一本高

质量的《湖北煤炭工业志》。                  （陈昌） 

《乌海市地方煤炭志》编印成书 

历时两年多的艰辛努力，2017 年 4 月乌海市首部《乌海市地方煤

炭志》问世。 

2015 年 2 月，乌海市煤炭管理局成立了《乌海市地方煤炭志》编

纂委员会。由党组书记、局长朱晓峰担任编委会主任，张云飞为主编，

开始了编纂工作。编写人员深入市三区的煤炭企业，走访了离退休干

部、职工，做了大量采访笔记，到乌海市档案史志局、统计局等部门

查阅档案资料，克服困难，精心编写，终于完成了志书编纂工作。 

该志突出乌海市地方煤炭工业的特点，真实记录了 1991-2015 年

乌海市地方煤炭工业的历程与现状。该志受到有关领导的好评，并被

自治区、乌海市档案馆收藏。            （乌海市煤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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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文化 

书法家盛军为修志事业创作篆刻作品 

 

 

 

 

2017 年 8 月，中国煤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阳光》杂志社社长、

书法家盛军为中国煤炭工业修志事业助力，特创作篆刻作品一方。内

容为：执著守望，求进追远，成方志善业 

▲史志著作评介 

艰难玉成的《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 

2016 年 5 月 29 日，《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首发式在北京市长

之家宾馆隆重召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党委书记梁嘉琨，

解放军有关部门领导，200 多名原煤炭部队的老战士出席大会。大家都

为这部散发着浓浓墨香的志书的出版、首发而感奋、赞叹！不到半个

月，第一次印刷的首批志书就被抢购一空。不少报刊纷纷予以报导，《中

港澳国际新闻》还专门出版了《煤炭部队志》特刊，对此书予以高度

评价与鼎力推介。 

有的同志可能要问，煤炭部队即原煤炭部管理的施工部队不是三

十年前就撤销了吗?怎么还有人编志呢？还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煤炭

行业还有过一支煤炭部队，挖煤的行业怎么还有解放军部队呢？ 

这个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在二轮修志开始时，《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办考虑煤炭部队组建于文革刚开始的 1966 年，撤销于 1983 年，既

无编写人员，又无主管单位，就没有把这部志书纳入编纂规划。 

然而，事有例外。在 2012 年，原煤炭部队的汪大绶、王时、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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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老同志听到煤炭行业修志的消息后，认为煤炭部队 17 年的历史，

是不平凡的峥嵘岁月，非常值得总结，特别有必要修志，以抢救和记

录历史，传之后人。于是他们主动找到《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

煜，要求修志，希望把《煤炭部队志》纳入煤炭行业修志规划，其言

辞恳切，态度鲜明，令人感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编委会主任）

王显政、副会长孙之鹏等领导，对此不仅赞成，也非常支持。这些老

同志以惊人的毅力、奋战两年，终于使这部独具特色的《煤炭部队志》

闪亮问世，跻身于国家志书之列。 

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志书编纂者的艰苦奋斗、百折不回、排除万

难、夺取胜利的意志、精神与干劲。《煤炭部队志》2015 年 10 月由煤

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编委会主任王志贤，副主任刘宏欣、王保国。总

纂汪大绶，副总纂刘洪波、王时。全书 40 万字，印刷精美，图文并茂，

质量堪称上乘。这是一部绝无仅有，存史价值极大，非常奇特的志书。

一是编纂工作自发组织，自愿参加。他们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下边没

有可依托的部门。其工作之难，超乎想象。二是参与修志者都是 65 岁

以上的老人，最高的 93 岁。总纂汪大绶 80 岁。他们视力、听力有所

减弱，有的还有各种疾病，也没有年轻人为他们跑腿办事。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不退缩、不动摇，有的让自己的子孙帮助抄写、打字，

有的用放大镜看稿审稿，身体不舒服也咬牙坚持。所有事都是自己干

的，包括二百多人的首发式，从印请柬、发通知，宾馆预订，会议组

织都是老同志自己跑。三是没有办公室、没有电脑、复印机、打印机

等设备。开会议事，有时临时借用个地方，或聚会吃饭时把事情商量

下来。四是没有编纂出版经费。他们搜集资料，编纂书稿不要任何补

贴，全是尽义务、献余热。能不花的钱就不花，出差住便宜招待所，

有时为了工作，请基层送资料同志吃饭都是个人掏腰包。后来，《中国

煤炭工业志》编办筹措了五万元，情况才稍缓一些。没有出版经费，

就发动部队的老同志购买志书，半个月内第一批志书就抢购一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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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也解决了。五是没有编志经验。但他们虚心学习、请教，终于掌握

了志书编纂要点，保证了志书质量。上边讲的 5 个没有，是物质方面

及客观条件。说明了他们的修志困难有多大，可谓一言难尽。但是，

他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是富翁。他们有为煤炭部队树碑立传、写史修

志的坚定信心与坚强毅力，有热爱党、热爱修志事业的一颗红心，有

解放军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光荣传统。因此，他们在年迈之时，凭

衰弱之躯，用汗水浇灌了志书之花，用心血铸成修志大业，圆了他们

的修志之梦。他们不仅贡献了志书，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煤炭部队志》的出版问世，意义重大而深远。该志不仅理清并

如实记录下这支部队 17 年的奋斗史，留下了煤炭部队指战员艰苦创业

的功勋、贡献，也是一部教育今人，鼓舞煤炭职工的生动教材。打开

这本志书，看看一幅幅黑白老照片，战士们在偏远矿区施工时住的简

易房子，看看那座“生为人民谱新曲，死为人民写壮歌”的烈士墓碑。

当年这个军级单位（下辖 4个师级支队，人数最多时为 7 万多人），全

体干部战士在文化革命高潮时，在别人打派仗、开批斗会、搞文攻武

卫时，他们却牢记人民军队的使命，在原基建工程兵司令部和原煤炭

部的指挥下，坚持搞煤矿建设，开荒山，凿矿井，在恶劣的施工条件

下，硬是完成了一个个新矿井的建设任务。先后建成了贵州盘县的月

亮田矿、火烧铺矿、土城矿，河南平顶山八矿，陕西韩城桑树坪矿，

辽宁铁法晓南矿、晓青矿，山西古交西曲矿、镇城底矿，大同燕子山

矿，阳泉贵石沟矿，山东莱芜鄂庄矿、枣庄蒋村矿，江苏大屯徐庄矿、

庞东矿、张双楼矿，霍林河露天矿。他们在 12 个矿区奋战，完成了 20

个重点项目建设任务，设计能力 3120 万吨，成巷 380 万米，房建 206

万平方米。此外，在建设桥梁、涵洞、铁路公路及救援抢险等方面亦

成绩辉煌。这些对煤炭工业的发展，保证国计民生用煤都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把这些成就、光辉历程，通过《煤炭部队志》载入青史，

不被历史的沙尘所湮没，成为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沉重而珍贵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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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资源、文化遗产。 

《煤炭部队志》是一部奇特而富有魅力的煤炭志书，立于《中国

煤炭工业志》体系。煤炭部队在煤炭行业施工，按兵员编制列编，他

们干矿工的活，但又是解放军战士，接受煤炭行业与解放军双重管理。

这就使该志具有了奇异色彩与绝无仅有的特殊性、复杂性。书中用一

定篇幅记载了部队的军务管理、执行军队条令条例、实行军事化管理、

军容风纪、军事训练等方面内容。这也是煤炭部队成为“文化大革命”

时期煤矿建设中坚力量的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煤炭部队指战员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也

应该特别感谢为传承历史，成就《煤炭部队志》而付出辛勤努力的部

队老同志！                    （吴晓煜   2017.7.21） 

▲史志人物评介 

在煤炭修志事业中默默坚守、孜孜耕耘 

——记煤炭史志专家林永森 

都说修志是一方天地，在这一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建功立业的。

这话大抵不错，但是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修志是个辛苦活、操心事，

若不打算吃苦、不想操心，何谈作为，亦遑论建功立业焉！我们煤炭

行业正是有了一批操心、吃苦、用力者，才使第二轮修志事业在难中

求进，在困局中突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他们是修志的中坚力

量、奋力前行者。福建的林永森先生就是表现与成就突出的一位。 

永森生于 1948 年。1971 年到煤矿工作，先在井下干掘进，后到矿

及矿务局机关工作。1991 年被福建煤炭集团看中并调入公司机关工作，

先后在办公室、政治部、宣传处、多经处得到多方面的历练。后在《福

建煤炭报》总编任上退休。在他调入集团公司办公室后，就参加了修

志工作，成为《中国煤炭志•福建卷》的主要编写人员之一。他把修志

作为人生的一大幸事与良好机遇。他话说 “对修志工作产生了割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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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感情，并深深地热爱上志书工作”。这当是肺腑之言。 

林永森是为人谦和，虚心求进，从不疾言厉色的人，不声不响干

活，办事不张扬。正是凭借对修志事业的深厚感情，诚挚的爱，使他

成为煤炭行业较有清议的史志专家，在前后两轮近三十年的修志经历

中，默默坚守，执著耕耘，做出了贡献，体现了自身价值。1995 年被

评为煤炭行业修志先进个人，2013 年获福建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第一轮煤炭修志时，福建煤炭工业公司组织编纂《中国煤炭志•

福建卷》。1991 年 4 月，福煤公司根据全国煤炭行业的统一部署，加强

了对修志工作的领导，拟定了福建卷的编写大纲，并要求各单位写出

初稿，由公司办公室统稿修改。当时并没有专职修志人员，林永森是

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又是编写办公室兼职人员。他与主编阮文清（办

公室负责人）、陈禹沁一起，边学边干，查资料，写稿件，改文章，办

公室正常工作也不耽误，加班加点，周末不休息是经常的。用时两年

多，形成初稿，至 1993 年 8 月通过终审（在全煤排序第二）。1994 年

11 月 65 万字的《中国煤炭志•福建卷》出版。此后他们继续奋力，又

编纂成 45 万字的《福建省志•煤炭志》，在当时是走在煤炭行业前列的。

此后，林永森继续注意积累修志资料，推动史志工作，成为福建煤炭

修志的代表人物，北京方面有关福建修志的事宜大多通过林永森联系。

他先后编写了《中国煤炭工业大事记》的福建部分，《福建年鉴》《福

建对外经贸年鉴》中的煤炭章，成果颇丰。 

2012 年，全国煤炭行业开始了第二轮修志。《福建煤炭工业志》由

福建能源集团组织编纂，而具体编写工作就落到了已经退休、60 多岁

的林永森肩上。领导很支持，有关部门下发文件，由于煤炭体制发生

了很大变化，各种困难接踵而来。但他从不气馁，更不怨天尤人，而

是先把编写大纲拟好，多方查考档案，搜集资料，通过熟人沟通，凭

老面子联系，访问重要事件当事者，核对史实。虽工作艰苦，但信心

不挫，意志不衰，乐此不疲。共搜集编辑了 500 多万字的资料。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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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披星戴月，编纂出近 100 万字的《福建煤炭工业志》。 

林永森在煤炭史志工作中另外两个方面的贡献，是值得一记的。 

一是，不遗余力地推进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的修志工作，初步形

成福建煤炭志书体系。他积极呼吁，逢会必讲，广为发动，热情为企

业修志出谋划策，帮助拟定编写大纲，修改书稿，并在培训班上讲授

修志知识。这些都很有效果。经过多年推动，加上企业努力，集团所

属煤炭企业都完成了志书编纂任务。已经有 5 部出版，一部待出版： 

1.《永安煤业公司志》2.《邵武煤矿志》3.《上京矿务局志》4.

《漳平煤矿志》5.《天湖山煤业公司志》6.《龙岩煤业公司志》。 

煤炭志书的编纂成功，固然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这与林永森等

同志的谋划与奔走分不开的。此中林永森的贡献存焉、心血在焉！ 

二是，潜心研究修志理论与实践，成果颇丰。勤恳好学，独立思

考，动笔写作，是永森的一个强项。近年来，他撰写了多篇修志研究

论文，或发表于刊物，或编入培训教材。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

全国煤炭行业修志理论研究与探索，也在福建煤炭修志培训与编纂实

践中发挥了指导与推动作用。其论文主要有： 

1.《如何精益求精，稳步推进二轮修志工作》2.《二轮修志如何

体现时代特色》3.《科学设置煤炭工业志篇目》4.《浅谈二轮煤炭志

的继承与创新》5.《在省志系列中如何写好专业志》6.《如何编纂煤

炭企业志》。 

我与永森先生相识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每次煤炭史志会议他都

参加，每次谋面，相谈甚洽，印象甚好。对于史志工作他从不推辞或

婉拒，绝无二话。我一直把他做为学习的榜样，我也诚望煤炭史志工

作者学习他默默坚守、孜孜耕耘的老黄牛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修志

大业可期可成。                 （吴晓煜 20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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