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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交流材料 

 
不负使命  勇于担当 

高质量完成《河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 

《河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 

2019 年 5月 8 日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工业文献工作委员会《关于

续修中国煤炭工业志的通知》精神，《河北煤炭工业志》第二轮

修志工作于 2013 年底启动，历时三年多时间。2017 年初完稿交

付出版社，年底出版发行。 

一、修志工作的简要回顾。 

1. 明确牵头部门、建立编篡机构。由于煤炭工业体制改革，

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河北煤炭工业志》编篡工作谁来牵头组

织一时难以定夺。经过上级部门领导协调，特别是《国家煤矿

安监局办公室关于编纂<中国煤炭工业志>有关事项的通知》下

发后，河北煤监局主动承担起编纂工作牵头部门的重任，与河

北省煤炭安全管理局、河北省煤炭协会共同组织，联合省内煤

炭企事业单位组成了《河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委会

主任由河北煤监局局长担任，副主任和委员分别由省煤炭管理

部门及全省和驻冀各煤炭企事业单位一名领导担任，共 39 名。 

2. 召开会议、动员部署。 2014 年 2 月编委会印发了“关

于组织编写《河北煤炭工业志》系列志书有关工作的通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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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河北煤炭工业志》的定位、编纂工作组织、编写原则、

编纂要求和编纂委员会组成名单。2014 年 3月 28 日，在石家庄

召了全省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动员大会。省内和中央驻冀

45 个煤炭企事业单位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印发了《河

北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征求意见稿）。会后各单位、部门积

极行动，认真落实人员、经费、责任、时间等，修志工作紧张

有序展开。 

3. 下达任务书、明确提供志稿资料要求。根据《中国煤炭

工业志》编委会通过评审的《河北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针

对各参编单位性质、特点及对志稿资料内容的具体要求，编委

会先后向有关单位、部门印发了向《河北煤炭工业志》提供资

料任务书 38 份。截止 2015 年 3 月有 36 个单位提交文字志稿资

料 600 多万字，照片 180 幅。 

4. 落实编写人员，组织志稿编纂。首先按照“编写大纲”

篇、章、节内容对各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分类，以便各篇章编

纂人员采用。在此基础上，编委会从全省煤炭系统挑选了 10 位

熟悉煤矿相关业务、有较强文字水平、经验丰富的同志。2015

年 6 月 9 日，召开了编写人员工作座谈会，对志稿编写要求、

任务分工、交稿时间等进行了安排部署。此后，总纂和编委会

办公室采取工作调度会、组织巡查等方式对编写工作进行督查

指导，确保初稿提交时间和质量。 

在编写工作过程中，普遍遇到了资料不全、缺项漏项问题。

编委办千方百计，多方收集，为编写人员提供了 100 多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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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文字和统计资料，弥补了各企事业单位提供资料的不足。

大家克服重重困难，边写边查找和核对资料。到 2015 年底完成

并交付了第一稿。之后编委办组织 5位经验丰富的同志对 11 篇

专志稿进行交叉修改。到 2016 年 2 月至 4月陆续将修改后的第

二稿提交总纂审查。2016 年 7 月印制了《河北煤炭工业志》送

审稿样书，寄送各评审专家。2016 年 8 月 9 日，《中国煤炭工业

志》编委会组织专家对书稿进行了评审，给予了较好的评价。

三审后总纂再次把专家提出的意见梳理成 6 个方面、27 条问题

印发给参与修改的同志进行删改补修，直至满意为止。 

二、《河北煤炭工业志》总体构架 

《河北煤炭工业志》主志部分设 11 篇。即第一篇“体制与

机构”、第二篇“煤炭资源与煤矿建设”、第三篇“煤炭生产”、

第四篇“安全生产”、第五篇“环境保护与综合利用”、第六篇

“相关产业”、第七篇“煤矿经营管理”、第八篇“科技与教育”、

第九篇“矿区文化与职工生活”、第十篇“党群组织”、第十一

篇“人物与荣誉”。照片、序言、凡例置于“目录”之前；序言、

大事记置于“篇”之前，“单位简介”“附录”置于“篇”之后；

“编纂始末”殿于最后。 

三、几点体会 

1. 河北煤监局领导的重视是圆满完成《河北煤炭工业志》

编纂工作的关键。编修《河北煤炭工业志》应由那个部门承担，

当时上级并无明确规定。河北煤监局党组顾全大局，不以“与

我无关”而推责，不畏修志之难而退却，不以经费紧缺而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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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勇于担当。在全国煤监系统率先承担起牵头编纂煤炭志的

重任。时任局长秦文昌与继任局长周德昌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

并在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保障。在编纂《河北煤

炭工业志》中起了关键作用。正如《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

在对《河北煤炭工业志》终审意见中指出的，河北煤监局“在

全国煤炭行业修志工作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2. 全省煤炭系统各部门、单位大力支持、团结协作是圆满

完成修志任务的基础。编写《河北煤炭工业志》是包括中央、

省外驻冀企业在内的全省煤炭系统的共同职责，只有大家积极

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在三年时间编

修工作中，煤炭系统各单位、部门发扬煤炭大家庭的情怀，大

力支持《河北煤炭工业志》的编纂工作。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

成员；选派具有较强协调能力的同志负责联络工作；积极为《河

北煤炭工业志》编委办提供基础资料。全体编写人员不畏艰辛、

默默耕耘、把对煤炭工业的深厚感情全部倾注在志书的字里行

间，用自己的余热为河北煤炭工业奉献了一笔宝贵财富。《中国

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及办公室对《河北煤炭工业志》的编纂工

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吴晓煜总纂三次到河北亲临

指导。《河北煤炭工业志》是全省煤炭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 

3. 总纂在修志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修志工作千

头万绪，上下二十年，纵横多行业，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要谋篇布局、总体设计，还要协调各方，众手成志。《河北

煤炭工业志》总纂徐英旺是《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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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将出马的。徐英旺长期在河北煤炭管理部门工作，亲历了

河北煤炭工业 20 年改革发展的风雨历程。手头保存着自 1980

年到 2010 年河北煤管局、河北煤监局历年重要会议资料和自建

国以来河北历年煤炭工业统计资料。同时对全省煤炭系统的情

况也比较熟悉，是合适的总纂人选。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总纂

既谋划全书、布篇立章，又亲自操刀，撰写了体制与机构、概

述、前言等重要篇章；既亲自督促各单位按时、按要求提供资

料，又直接协调编写进度、平衡各篇章间内容等。使《河北煤

炭工业志》达到了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相得益彰的效果。 

四、突出“两个特色”是编写精品志书之要。 

编写一部精品佳志，是《河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在修志

之初提出的目标，也是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追求。而要将《河

北煤炭工业志》打造成为上乘之作，除了布局合理、编排规范、

取舍得当、语言精练外，还要具有鲜明的河北特色和时代特色。

为此，编写人员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如在河北煤炭企业老矿区

产业升级、转型发展方面，对开滦集团打造“一基七线一区”

产业格局、冀中能源集团“力举主业、助推多元”，打造“一体

两翼”战略格局进行了突出和详细记述；对河北省各级政府认

识早、行动快、下大力关闭整顿乡镇小煤矿方面，对历年关闭

小煤矿的政策措施、关闭数量进行了突出和详细记述，河北省

煤矿数量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500个左右下降到目前不到一百

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将在全国叫得响、拿得出的事件在

志书中突出体现出来，《河北煤炭工业志》就会烙上“两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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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深印记。  

尽管编委会及全体编写人员对《河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

作付出了艰辛努力，但限于经验和水平，呈现给大家的《河北

煤炭工业志》仍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仍有不完善、不完美之

处，敬请各兄弟省市煤炭企事业单位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