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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材料（2019.5.13 北京）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指示

精神，回顾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取得的成绩和经

验，展示修志成果，表彰先进，为煤炭史志事业作出新贡献。 

一、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基本情况 

第二轮修志从 2012 年 7月发文到 2018 年底主体工程基

本完成，经历组织发动、健全机构、统筹规划、落实推动、

建章立制、交流督促、评审出版等环节。建立了志书、工作

和质量等体系，形成具有煤炭工业特色的史志工作格局。 

（一）协会牵头，组织发动。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是按

照国家的部署开展的。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从煤炭工业发展大

局和文化建设的内在需求出发，主动担当责任，牵头组织修

志。印发了《关于续修<中国煤炭志>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2.7）、《<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2013.10）、《关于对产煤市县及企事业单位修志工作

加强指导的通知》（2014.7）、《关于组织会员单位开展修

志工作的通知》（2016.11）等一系列文件，对修志工作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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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014 年 6 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印发

《关于编纂<中国煤炭工业志>有关事项的通知》，予以协调。

各省级煤炭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事

业单位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经过协商，成立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由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领导任主任和副主任。

他们经常听取汇报，解决重大和关键性问题。对进度慢的单

位，出面协调，予以推进，使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编委会的委员由各省级《煤炭工业志》牵头部门或机构，

以及煤炭各专业协会和全国性事业单位、中央煤炭企业及省

级能源（煤炭）集团公司的领导担任。根据工作需要，对退

休或调离岗位的委员采用递补的办法，及时调整。 

（二）成立机构，组建队伍。《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

办公室与煤炭工业文献工作委员会、中国煤炭学会史志工作

委员会合并办公，负责煤炭史志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指导。

办公经费、用房和人员由协会保障。实现对编志的牵头单位、

编纂大纲和终审时间的“三落实”，编纂工作得以全面开展。 

省级《煤炭工业志》由各省级煤炭主管部门、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省级能源（煤炭）集团和社会组织联合发文，先

后成立了编委会。编纂办公室根据各省区实际情况，或设在

煤炭主管部门（辽宁、山东、河南、吉林、贵州、内蒙古、

江苏、湖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河

北、云南、安徽、广西、青海、新疆、宁夏、甘肃、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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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省级能源（煤炭）集团（北京、福建），或煤炭行业协会

（山西、重庆、陕西、浙江），或事业单位（四川、湖南）。

大家相互配合，人员、经费协商解决，共同推进。 

专业志由煤炭各专业协会、学会负责编纂，企事业单位

志由全国性事业单位、中央煤炭企业和省级能源（煤炭）集

团负责。各单位都把修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议程，

从人财物各方面予以保证。 

多数单位没有常设的史志机构和专职修志人员，调配人

员或返聘退休的同志。通过研究学组、专家组、网站与刊物

通讯员，吸收个人会员等形式，把联系他们起来，成为第二

轮修志的业务骨干和生力军。 

（三）统筹规划，形成体系。第一轮修志组织编纂各省

区卷和综合卷共 30 卷。第二轮修志的总志名叫《中国煤炭工

业志》，分为三个系列：一是省级《煤炭工业志》系列，是

对第一轮省级《煤炭志》的续修，共规划了 27 部。其中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属首次主动编修煤炭志。二是专业志系列。如

地质、建设、选煤、煤机、救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

等各专业志。三是企事业单位志系列。如煤炭工业档案馆、

中国煤炭报社、中国煤炭博物馆、中国矿业大学、煤炭信息

院、中国煤矿文工团、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等单位志。中国

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中煤政研会也组织修志。企业志由

各企业负责编纂，编纂办公室负责发动、指导和协调。其中

各专业协会、学会和全国性的事业单位属于首次修志。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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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共规划编纂志书 70 余部。 

（四）建章立制，保证质量。先后印发的《省级煤炭工

业志编写大纲参考稿》《煤炭企业修志工作指导意见》《煤

炭志书审稿办法》《志书编纂出版意见》等多个文件。并把

这些工作规章制度编印成册，发给大家参考学习。 

为了保证志书编纂质量，建立了志书质量保证体系。一

是坚持志书“三审”制度。每部志书终审时，邀请各省区方

志办的专家参加，从业务上予以指导；邀请同类志书的总纂、

编写人员参加，以审代培、以审促编；邀请出版社编辑介入，

对志书质量提前把关；邀请驻地煤炭报社记者对修志进行宣

传报道，扩大影响。二是坚持业务培训制度。通过讲座培训、

编发教材、专家问答等形式，对修志人员先培训，再上岗。

三是坚持把好“两头关”。即开头的编写大纲审核关和最后

的对编辑加工志书清样的审核关。 

（五）召开会议，交流督促。一是工作会，2012-2014 年

连续三年召开年会，交流修志经验，督促进度，推动修志。

二是研讨会。每年都召开专题研讨会，及时解决修志中存在

的问题，找到共识和解决办法，供大家借鉴。三是座谈会。

2015 年在兰州、南昌和沈阳召开省级志编纂工作座谈会，对

统一思想，鼓舞信心，促进任务落实起到了重要作用。2017

年召开煤炭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发动企业修志。

2018 年召开分片座谈会，对收集史志著作进行了部署。四是

评审会。重点抓了对规划志书编纂大纲评审和志书的终审。 



— 5 — 
 

注意发现与培养典型。如山西、内蒙古、山东、重庆、

陕西形成了全省煤炭志书体系；江苏工信委煤炭处，湖北能

源局煤炭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信委煤电处，主动牵头修

志。产煤市县抓了延安、韩城等。民营企业抓了伊泰集团、

蹬槽煤矿等。事业单位抓了煤炭报社、档案馆、体协等。都

有典型，发挥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六）研究理论，探索实践。鼓励和支持大家著书立言、

撰写论文。主要有《史志论丛》《厂矿企业志书编纂》《修

志指要》《煤炭志书编纂十讲》《修志悟略》《修志概说》

《关于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关于煤炭

企业修志的思考与设想》《关于实施“互联网+煤炭史志工程”

的探讨》等。还成立了专家组、中国煤矿史研究所等，为修

志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七）注重宣传，互联互通。在《中国煤炭报》、国家

煤炭工业网等媒体上广泛宣传报导。坚持办好《煤炭史志简

讯》，共出版了 115 期。通过编写《盛世修志铭》《修志三

字经》和歌曲《新时代修志人》等，加深大家对修志的认识。 

2013 年开通“煤炭史志网”。及时发布修志信息。并与

与中国方志网链接，互联互通。 

二、第二轮修志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 

（一）省级《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基本结束。2014 年

底山西、重庆完成终审。2015 年辽宁、陕西、新疆、云南、

福建完成终审。2016 年江苏、山东、贵州、吉林、河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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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宁夏完成终审。2017 年内蒙

古、河南、湖南、青海、浙江完成终审。2018 年甘肃、四川、

湖北、安徽、江西完成终审。规划的全国 26 个产煤省（直辖

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27 部省级《煤炭工业

志》,有 26 部通过终审，22 部出版。 

（二）全国性煤炭专业志、事业单位志编纂基本完成。

如《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中国煤矿体育志》《中国煤

炭建设志》《中国煤炭地质勘探志》《中国煤矿救护志》《中

国煤矿文化艺术志》《中国煤炭报社志》《信息研究院志》

《煤炭工业档案馆志》《中国煤矿文工团志》《中国煤炭博

物馆志》《中国矿业大学志》《中国煤矿工人大连疗养院志》

等十几部通过终审，多数已经出版。 

（三）煤炭企业修志取得一批成果。中央企业和全省性

能源（煤炭）集团大都修志，如神华集团、浙能集团、山东

能源、陕煤化、龙煤、江西能源、湖南煤业、冀中能源、开

滦煤矿、中国平煤神马、河南能化、兖矿、山西焦煤、大同

煤矿、阳泉煤业、晋煤集团、盘江能投等完成集团志编纂。

下属企业公司、矿处级单位也都修志，形成省级煤炭集团志、

所属企业公司志、矿处级单位志三级修志的格局。 

开滦、大同、潞安、晋城、霍州、伊泰、鸡西、七台河、

双鸭山、沈阳、铁法，鹤壁、神火、韩城、松藻等煤炭企业

连续十几年编纂年鉴，难能可贵。 

（四）产煤市县修志成绩斐然。大同、阳泉、晋中、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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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晋城、忻州、乌海、巴彦淖尔、延安、咸阳、韩城、渭

南、平顶山、武隆、泸州、合川、盘县、六枝、水城、华蓥

山等产煤市县都有煤炭工业志。 

（五）组织编写了一批史志类著作。一是煤炭史书编纂

取得新进展。有《中国工业史·煤炭卷》《中国煤矿史》《中

国煤矿革命史》《中国煤矿史读本》（古代）、《中国煤矿

安全史话》《大同煤矿史》《淮南煤矿史》《山东能源史话》

等。二是编纂出版《中国煤炭工业大事记》《中国煤炭工业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煤炭工业组织机构沿革》等。三

是从 1982 年开始编纂《中国煤炭工业年鉴》，持续至今。 

（六）收集史志著作，编纂《总目提要》。煤炭工业经

过两轮修志，编纂出版了一大批史志著作（包括志书、史书、

年鉴、大事记、图册、资料汇编等）。由于这些著作大都分

散在各个单位，随着一些企业的破产关闭、撤并重组，大量

的史志著作和历史资料被遗失和丢弃，令人惋惜！ 2018 年，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到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河

南、山东、陕西、江苏、江西等省区调研时，注重征集史志

著作。各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把史志类的著作主动寄给我

们。许多同志撰写文章谈体会，将编史编志、征集史志著作、

编写《总目提要》作为第二轮修志的三大成果。 

目前，已收集各类史志著作近 3000 部（册、本），包括

史志著作 1700 余部，年鉴 500 余部，大事记、资料汇编、画

册 600 余部。为每本书作了《提要》，等于发了一张“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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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使他们在煤炭史志馆中得以永久收藏，并传之后人。

这是中国煤炭工业浩大而独特的文化成果。 

这次受到表彰的 80 个先进集体、150 名先进工作者，

1212 名获得第二轮修志荣誉纪念证书的，仅是煤炭工业第二

轮修志的代表，在此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及所属煤矿监察机构、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各专业协会、学会

等社会组织，煤炭企事业单位对修志工作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向参加本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