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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办公室下发文件部署企业修志工作

2017 年 12 月 14 日，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修志工作的通知》，组织全省煤炭企业开展志书编纂工作，逐

步完善省级煤炭行业志书体系。

《通知》强调，开展企业修志工作对传承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加强文化建设、教育职工、推动工作、促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与历史意义，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和省属煤炭企业要充分认识修志工作

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纳入工作日程，精准推进，把这项功在当代、

利泽子孙、功德无量的大事办好。

文件明确了修志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及志书上下限、执行三审制

度等相关要求。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办公室组织协调全省煤炭企业修

志工作，《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及编办负责具体业务。要求省属

煤炭企业、神火集团、地煤集团、国投河南分公司成立志书编委会，

主要领导为编委会主任，一位分管领导负责修志工作，选聘总纂和适

当编写人员，使修志工作尽快到位。各市煤炭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地方

煤炭企业开展修志工作，督促企业成立志书编委会，明确负责人和编

纂人员，尽快开展修志工作。各部门、各单位明确一名史志工作联络

员，负责工作沟通联系。 （于海宏）

《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志》《中国煤炭工人大连疗养院志》

《开滦职业病防治院志》

《淮北矿业集团职业病防治院志》通过终审

2017 年 12 月 19-20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中国煤矿尘

肺病防治基金会修志办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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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1991-2017）》《中国煤炭工人大连疗养院志（1953-2016）》《开

滦职业病防治院志（1987-2016）》《淮北矿业集团职业病防治院志

（1979-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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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

副总纂陈昌，《河北煤炭工业志》总纂徐英旺、《辽宁煤炭工业志》

总纂郭玉森、《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山东煤炭工

业志》编办贺永杰、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修志办李玉环等评审

组成员；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理事长杨少泉、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

党委书记李伟、开滦职防院副院长邵仲达、淮北矿业集团职防院副院

长丁新平及上述四部志书编写人员出席了终审会。中国煤矿工人北戴

河疗养院、同煤集团职防院、山东省煤炭临沂疗养院、中平能化集团

职防院、永煤集团总医院、江西丰城矿务局总医院等六个单位的院志

编写人员到会观摩。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及煤炭工业出版社史

志中心相关人员也出席了会议。

评审组认为，《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志》《中国煤矿工人大连

疗养院志》《开滦职业病防治院志》《淮北矿业集团职业病防治院志》

分别记述了本单位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四部志书编纂指导思想正确，

特色鲜明；篇目设置合理，体裁较为完备；资料丰富，语言朴实，基

本符合志书编纂规范；同意通过终审。

评审组也指出了四部志书的不足，对于如何修改，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

四部志书的编委会领导表示，要认真研究学习评审意见，举一反

三，制定修改方案，切实把责任落实到人，全面进行补充修改，加强

统稿工作，努力编纂出质量较高的志书。

这次首批基金会定点医院志书终审会也是培训会和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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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基金会定点医院的十多名修志人员听取了评审组成员对四部志书

的评审意见，并与评审组成员及终审志书编写人员进行交流，学习修

志工作经验。

会议期间，《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对《永煤集团总医院志》编

写大纲进行评审，并予以通过。 （于海宏）

▲修志知识

关于编纂始末的撰写

在当代志书中，其书后有编纂始末，是为定例与通行作法。也有

的志书称为编纂记、编后记、后记、编者的话等，名虽有不同，实为

一事。我认为称编纂始末比较适宜，且符合实际。有人认为编纂记属

于记体，此事不作讨论。

一、编纂始末不可或缺

编纂始末虽篇幅不长，但不可或缺。其作用是志书其他篇章所不

能代替的。方志家傅振伦认为，志书应有卷首、正篇、附篇等组成部

分。其中卷首就包括前言、凡例和编纂始末。一些方志著作对此也有

论及。

编纂始末的作用：

1.使读者了解志书编纂过程

编纂始末主要记述志书编纂过程，有导读的作用。读者通过编纂

始末对该志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利于开展读志用志活动。

2.体现编纂人员的劳动与价值

志书浸透着编纂者汗水与心血，编纂始末记录了编纂者的贡献与

辛勤劳动。修志的感人事迹可使读者受到教育与激励。这也是对编纂

人员劳动价值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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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后人与他人修志提供借鉴

编纂始末所记录的修志做法与体会，对于后人接续修志及他人修

志，都具有借鉴意义。

4.编纂始末也是志书评审的内容之一

二、编纂始末的主要内容

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明文要求。根据两轮修志实践，编纂始

末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

1.介绍志书总体情况

对志书的总体情况，包括编纂组织或牵头单位、基本结构、上下

限、篇章数量、字数等加以简要介绍，使读者对全志有概貌性了解。

2.志书编纂主要过程

这是编纂始末的重要内容。要把编纂缘起、决策、筹备、开会动

员（含发文）、搜集资料、书稿撰写、审稿（特别是终审）、统纂、

出版等主要过程写清。可按编纂工作阶段，分成若干段落，依时纵写。

时间概念要清晰，文字要简练。

3.编写工作分工

此内容体现编写人员贡献，是尊重个人劳动成果的需要。要按志

书的篇目，包括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搜集者）、照片、绘图

等分别列出撰写者（整理者），不能遗漏。

4.具有典型性意义的突出事迹

5.具有指导意义的编纂工作体会

以上各项仅是编纂始末中应反映的大体内容。但不是绝对的，应

从本志的实际出发，确定写作内容。

三、撰写注意事项

1.充分重视，及时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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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认识编纂始末的重要作用，提高撰写编纂始末的自觉性。

要安排人员撰写，在志书终审前成稿。终审后，经补充完善，于出版

前定稿。总纂要予以重视，组织讨论，对重大问题统一认识，并进行

把关。

2.站在全志高度，进行分析归纳

编纂始末既是编写工作的总结，又是对编纂思路、作法与体会的

提炼与概括。站得要高，语言要精炼，概括性强。要有特色，突出重

点，内容集中，不能碎片化、零散化。

3.注意与序、凡例写作要求的区别

序是有关领导，或有声望的人士，或以编委会名义撰写，文字简

练，不涉及编纂工作的具体情况。凡例是全志的编纂总则、总依据。

编纂始末是写贯彻凡例的具体过程，是对编纂工作的总结。因此撰写

者要掌握三者各自的任务与写作要求。不能重复序与凡例的内容。

4.尊重事实，不能自我溢美

取材取事严格，内容要真实准确。客观如实记载，不得溢美、抬

高自己。对于做法、体会要恰如其分，不得拔高、渲染。

四、几个技术性问题

1.一志一编纂始末

分成若干卷的系列志书，每卷应有单独的编纂始末。

2.用第一人称撰写

不以个人的名义撰写，以编纂办公室（编辑部）的名义为宜。文

后署《xxx 志》编纂办公室，注明年月日。

3.位置

编纂始末是全志殿后之作，放在附录之后。

4.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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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以编纂始末为题。文中不分设标题，亦不分节，按内容分成

若干段撰写即可。

5.搜集提供资料人员名单放在编纂始末之后亦可。

（吴晓煜 2017 年 12 月 10 日）

▲史志刊物简介

值得借鉴的《中国煤炭志通讯》

最近从陈昌那里看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编印的 9 期《中国煤炭志

通讯》（简称《通讯》），又从王捷帆那里找到了 4期，共 13 期。

我对简讯、通讯、简报之类的刊物一直比较偏好，上大学时，以

及在不同单位工作期间，都曾参与或者管过这类刊物的编发。因而见

到《通讯》非常高兴，翻阅一遍，有所感想，故写此文。

这 13 期《通讯》，即第 1-12 期和第 14 期，仅缺第 13 期。《通

讯》由《中国煤炭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编辑者为煤炭出版社王捷

帆、陈昌、刘瑾、孙金铎等同志。第 1 期 1991 年 10 月 10 日印发，最

后一期即第 14期 2000 年 6 月印发，历时十年。出版时间不固定，1992

年出了 4期，1993 年出 2 期，1995 年出 2 期，1991、1994、1996、1997、

2000 年各出 1 期。间隔时间最长的有一两年。篇幅短者 8 页，最长者

32页（第 9期）。

当时编印这样一份刊物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第 1 期“编者的话”

所讲：“作为煤炭系统的修志专刊”，“《通讯》是交流信息的渠道”，

“编委会的要求、决定将通过它得到传达贯彻；各省区修志情况将通

过它相互交流；修志人员的意见将通过它得到反映。”这是《通讯》

的主旨，也是编者追求的目标。他们做得很好。发挥了上传下达的喉

舌作用、互相交流的桥梁作用、加强联系的纽带作用、共同学习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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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用。那是人们对于 “上面”的材料十分重视，可以想象，《通讯》

作为修志专刊，对修志实践的引领、借鉴作用必定十分明显，事实也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通讯》的内容比较充实，取材广泛。第 1-6 期还设置了几个栏

目。所刊稿件主要是两类。一是《中国煤炭志》编委会及办公室的修

志文件、规定、研讨会与年会纪要、领导讲话等，约占五分之三。这

部分内容发挥了动员部署、指导实践的作用。二是基层的工作动态、

经验、体会、建议及研究成果，比重较大。对于相互借鉴、交流经验、

推动工作，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如果把《通讯》内容重新编排，就是

完整的“《中国煤炭志》编纂工作资料汇编”。其存史价值较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通讯》为基层服务的意识较强。为了促进

联系，第 1 期介绍了“《中国煤炭志》编办”人员及各省的联系人名

单、联系方式。分期刊登了“各省区编办通讯地址”，一目了然。此

外，前几期还设了“小知识”“小资料”栏目，刊登一些修志知识，

这些都是基层同志所需要的，这是此刊受到欢迎的原因。

当然，《通讯》也有不足。如刊期间隔较长，时效性不强，应标

明主办单位、出刊日期，多期有空白页。但这并不影响《通讯》的作

用。

今天，我们正从事更加复杂与繁重的第二轮修志事业，也正在编

印《煤炭史志简讯》（从 2012 年至今已编印了 100 期）。我们应当学

习借鉴《通讯》的办刊思路与作法，也不应该忘记《通讯》的价值与

历史性贡献。 （吴晓煜 2017.12.25）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