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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听取煤炭工业协会史志工作汇报

2018 年 3 月 13 日，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领导委托，《中国煤炭工

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晓煜，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副主任、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主任、副总纂陈昌，《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

副主任、煤炭工业出版社副社长刘新建，《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

任于海宏一行 4 人，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国煤炭行业

史志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指组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冀祥德听取汇报、进行座谈并讲话。中指组办公室综合处、方志处、

年鉴处、信息处等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汇报会。

吴晓煜在汇报中，首先介绍了全国煤炭行业史志工作，特别是第

二轮修志工作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牵头组织，负责协调推进。协会从

大局出发，主动担当责任，把编志修史工作作为煤炭工业改革发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来抓，高度重视，思想到位，纳入日程，保证经费，选

调人员，精准组织，总体推进。到目前基本形成了省级志、专业志、

企业志、事业单位志 4 个系列的煤炭志书体系。在编史方面，不仅有

全国性煤炭工业通史，还有煤炭断代史、省区煤炭史、矿区煤炭史、

煤炭专业史。在年鉴方面，从 1982 年起一年出版一本《中国煤炭工业

年鉴》，企业年鉴也坚持编写。可以说是煤炭行业“史志鉴三位一体”，

相辅相成，协调推进。

煤炭行业在修志中，主要做了七个方面的工作，即抓队伍、抓单

位一把手、抓业务质量、抓宣传教育、抓研究探索、抓信息化建设、

抓史志文化、抓典型引路，收到实效。主要问题是部分单位思想认识

不到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下一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将突出抓好煤炭企业志工作，

争取全覆盖。此中重点是煤炭名矿志的工作。吴晓煜建议将“中国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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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名矿志”像名镇志、名村志、名山志那样纳入全国开展的“名志系

列”文化工程。希望中指办对煤炭行业史志工作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支

持，欢迎到煤炭行业指导、考察、调研。

冀祥德主任听取汇报后，首先对煤炭协会吴晓煜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他指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的

颁布实施，标志着地方志工作步入依法治志的法治化轨道，修志编鉴

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地方志工作要从单一的依法修志，向依法识志、

依法修志、依法研志、依法用志、依法管志、依法存志、依法传志转

型发展，最终实现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是实

现新时代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

冀祥德强调，地方志要有新发展，就必须让方志“活”起来。使

方志从一项工作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要紧紧围绕国家利益、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和工作中心、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认真思考谋划进入新

时代的地方志事业，继续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落实习总书记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要求，开拓创新，使方志走进千家万户。

冀祥德指出，2018 年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攻坚年、质量年，“让每

个人在方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到“全覆盖”。下一步中指办将按

照《规划纲要》的要求，在狠抓完成“两全目标”的基础上，加大对

行业、部门志书、年鉴工作的督查指导和统筹规划。史志工作在各行

业都要占有一席之地。

冀祥德主任对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的工

作予以充分肯定。他说，一个协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年干了这么

多事，能取得这么多有亮点的丰硕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

果就在这里摆着，并对下一步史志工作有一个科学谋划，提出百年百

部志书，有这样的谋划和成绩，非常令人感动，让我们为之一振，没

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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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第一，是煤炭工业协会领导是有眼

光、有胸怀、有担当的领导，否则就没有煤炭行业史志工作今天的成

绩。也没有这么多的成果。第二，吴晓煜作为一个史学家和煤炭人，

有浓厚的史志情怀和对煤炭深厚的情感，在这样背景和条件下，取得

了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吴主任的奉献精神、责任担当、人格魅力，令

人敬佩。第三，以吴主任为班长的煤炭史志人，是一支不怕吃苦、能

打硬仗、能打赢硬仗的队伍，有把煤炭人艰苦卓绝、甘于奉献、励精

图治的历史记录下来，向后人、向世界传递的情怀。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冀祥德指出：要立足当今、着眼未来。借这

次你们来，中指办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构建起一个桥梁，搭建一个平

台。他对煤炭行业史志工作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认真总结。全面总结一下煤炭协会这些年来煤炭行业史志工

作开展情况，形成部门、行业如何很好开展史志工作的经验材料，提

出可借鉴、可推广、成型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经验材料，适时在全国

其他系统推广。

二是搭建平台。要通过建立科研基地、研究中心（名称可研究）

等多种形式，将煤炭行业史志工作和中指办工作结合到一起。借助全

国地方志系统的力量和平台，进一步做好煤炭系统史志工作。扩大影

响，扩充队伍、增强实力，要有更多、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也通过你

们这个典型，实现双赢。

三是积极参与。煤炭系统史志机构可以通过加入中指办的“名志

系列”文化工程、“一体两翼”用志工程等，我们有好多的形式、活动、

举措，你们都可以参与进来，推进煤炭史志事业发展。你们关于名矿

志的设想，是可以的，予以支持，可以考虑。研究如何聚焦煤矿，具

体名称需要研究。

四是加强联系。你们“一会两委”（《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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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史志委）通过积极参加中指办组织的工作会议、学术年会、论坛

以及培训班等各项活动，加强联系互动。煤炭行业史志工作者与全国

地方志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 （于海宏）

▲重要通知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中国煤炭学会史志委

关于征集煤炭史志著作，编纂《总目提要》的通知

各级《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史志工作机构、有关部门、社团组织、

煤炭企事业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上世纪 80年代编写煤炭史（1981-1986）、

第一轮修志（1989-1999）、第二轮修志（2012-2018 年）以来，各级煤

炭部门、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了编志写史工作，规模浩大，

成果丰硕。这是一份厚重的文化资产，是煤炭文化体系别具光彩的组

成部分。

遗憾的是，许多宝贵的典籍散落各方，或置于角落而无人问津。

全国究竟有多少煤炭史志著作？都有哪些单位编过史书、志书？没有

人说得清。无价瑰宝不能尽其用，文化遗产得不到传承，几代煤炭人

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在新时代发挥应有功能，令人痛心！

有鉴于此，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领导同意，《中国煤炭工业志》编

委会、协会文献委、史志委研究决定，全面征集煤炭史志著作，尽快

编纂一部《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

现通知如下：

一、规划目标

1.全面征集煤炭史志著作。编《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录》。

2.组织撰写提要。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下称编办）对每



6

本史志著作，逐一撰写提要。

3.建立煤炭史志馆。把全部煤炭史志著作，连同各类相关资料一

并入库收藏。开展读史用志活动，让史志活起来。

4.编纂出版相关书籍。如《中国煤炭史志人物志》《中国煤炭史志

工作图志》《中国煤炭史志论文集》等。

二、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各煤炭单位和广大史志工作者要充分认识煤炭史志著作是反映煤

炭职工艰苦创业历程的重要载体和忠实记录，是煤炭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实现理想的历史画卷，是凝聚煤炭经验、煤炭智慧、煤炭精

神的信史，是价值无限的无形资产。

因此，把这些丰硕成果全部予以汇集、保存、传承，是新时代煤

炭人的文化使命、政治责任，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高度重视修史修志重要指示的迫切需要；是传承历史、

发扬传统、继承遗产、恢宏文化实力、开创美好未来的内在需求；是

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举措。

我们还应看到，此事具有紧迫性和抢救性质。由于煤炭体制变化

频繁，资料多次转手移交，时间愈久，难度愈大。且工作并不复杂，

不需要较多人力资金，不会影响正常工作。要立即行动，简化程序，

不怕麻烦，尽快落实。

三、有关事项

1.精准安排，摸准底数。各省级《煤炭工业志》编办、煤炭部门、

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都要安排一位熟悉情况、有责任感的同志，

作为联系、经办人。尽快查清本省区、本部门、本企业、本单位已经

编写了哪些史志著作，并编写本单位、本地区史志书籍目录，连同经

办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一并发至《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邮箱。

2.把本单位所有史煤炭志著作找全、找到手。与编办联系，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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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没有的史志著作尽快邮寄到编办（大单位可直接邮寄，并向省级编

办汇报）。

3.此项工作由《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同志负责。目前“煤

炭史志馆”已初步落实，书籍存放地点、设备已经到位。正在制定严

格的接收、保管、收藏、传承制度。对于史志著作较多的省份、企业

集团及有关领域设专柜存放。

4.煤炭史志著作征集范围。

①煤炭史书、志书、大事记、年鉴、资料汇编、历史画册、光盘、

史志工作照片、刊物、手稿、研究著作、文艺作品，以及其他具有保

存价值的资料。

②不限于是否出版，内部印刷（油印、铅印）均可。

③不限于第二轮修志时期，包括此前所有著作。

④作者不限于煤炭，非煤人士的煤炭史志著作均可。

5.建立奖励制度。一是把这项工作作为评选全国煤炭史志工作先

进单位、先进工作者条件之一。二是对于提供 50本史志著作的省区、

20本以上的单位给予表彰。三是个人提供史志著作的，给予适当补偿。

四是对所有提供史志著作的单位和个人公布名单致谢，提供收藏证书，

以作纪念。

6.联系人：于海宏 18611169645 010-64463430

陈 昌 13501375481 010-64464560

吴晓煜 13910967005 010-64463140

煤炭史志网网址：mtshizhi.cn

邮寄地址：北京市青年沟路 23号安源大厦 611、613

编办邮箱：mtshizhi@163.com 邮编：100013

7.请各单位将此通知尽快转发基层，也可上网，相互转告，尽快

行动，把这件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大事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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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工作第二次会议召开

2018 年 2 月 26 日，中国矿业大学召开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

编纂工作第二次会议。校党委书记刘波出席并主持会议。邹放鸣、蔡

世华、王增国、丁三青、章毛平等编纂组负责人及部分参编人员参会。

会上发放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工作指南及重要参阅材

料》。四个编纂组负责人汇报了编纂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刘波书记就做好《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工作提出要求：一

是要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编纂组应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及时对编纂

工作进行协调和调度；二是组长负责制要落实到位，组长要对完成本

组承担的编纂工作任务的进度及文稿质量负责和把关；三是要强化编

纂工作的组织协调，各组组内以及各组之间要进一步加强编纂工作的

交流；四是要在保障编纂质量方面狠下功夫，对编纂工作的重大关键

问题适时开展针对性培训；五是各组要抓紧时间，协调好本职工作与

编纂工作的关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六是根据编纂工作

具体情况及进度，适时邀请相关史学专家对编写大纲和书稿进行把关、

论证和指导。

邹放鸣强调，要采取校内外结合的方式，齐头并进收集资料，对

资料进行甄别和取舍，加以合理运用，这是保障编纂工作质量的前提。

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时间加快推进编写工作的进度。

会议形成了以下意见：一是根据前期工作的基础以及编纂的总体

要求，对编写大纲进行适当修改。二是必须抓紧时间完尽快成书稿的

撰写。三是《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初稿应于 9 月中旬形成。定稿

后争取于 2019 年 5月前呈送工经联审核。（本刊特约通讯员 周晓林）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