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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的开发有近 200 年的历史，1947 年自

治区成立时，年产原煤近 35 万吨。到 1990 年全区原煤产量已到

达 4761.61 万吨。特别是近 25 年来，自治区的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煤炭行业发生了历史性

巨变。 

为了更好的诠释内蒙古煤炭行业 25 年来的发展历程，存史

资政，教育后人，全国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在《中国煤炭工

业志》编委会及内蒙古自治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内蒙古煤

矿安全监察局、各煤炭企事业单位的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能源

局精心谋划部署，全力组织推进。历时近 5年，形成了两部志稿。

一部是《中国煤炭志·内蒙煤炭工业志》（稿），共 16 部分，

约 250 万字。另一部是《内蒙古自治区志·煤炭工业志》（稿），

共 13 部分，约 180 万字。制作表格 460 余个，随文插彩色图片

近 700 幅。这两部志稿分别通过《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和内

蒙古自治地方志办公室的评审。 

回顾整个编纂过程，感触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点工作体会。 



 

一、强化编纂机构职能  建立精干修志队伍 

1.配备得力的编委会领导机构。按照全国煤炭工业文献与史

志工作会议精神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区第二轮

修志工作的通知》要求，2014 年 9 月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启动了《内蒙古煤炭工业志

（1991-2015）》（以下简称《内蒙古煤炭志》）编修工作，并

成立了以两局领导为主任，全区 40 多个煤炭企事业单相关负责

人为成员的编纂委员会。下设编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修志办），

具体负责修志工作。 

编委会除保证项目必需的经费外，经常协助编纂人员搜集资

料，及时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

解决志稿编纂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部分编委会负责人除认真审读

志稿外，还亲自动笔编纂部分重要章节。 

2. 组建高素质编纂队伍。编纂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

煤炭工业战线工作多年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二是在高校从事地

方志教学和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教授、编审、博士。这两支队伍

形成了行业和专业的有机结合，突出了《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的

专业性和志书的规范性。 

3.各地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重点煤炭企业等单位积极参

与。《内蒙古煤炭志》编修工作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全区煤炭行

业各单位的密切配合，各单位组织修志队伍，积极参加培训，并

指定专人搜集资料，为志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夯实了修



 

志的基础。 

二、统一部署 分阶段推进 

本轮编修《煤炭志》时间跨度较大（1991-2015），编修范

围广，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更迭频繁，给修志工作带来重重

困难。在整个编修过程中，编委会统一部署，克服困难，积极组

织，精准推进编修工作。 

《内蒙古煤炭志》编修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启动阶段。

2014 年 4月，落实编修人员，开始编纂和修订《内蒙古煤炭志》

编纂大纲。9 月，成立《内蒙古煤炭志》编委会，同时制定了编

修工作计划和制度，印发编委会简报，建立内蒙古煤炭志 QQ 群。

2015 年 4月，组织召开修志工作部署和动员大会，至此编修工作

全面启动。二是资料搜集阶段。2015 年 5 月开展了资料搜集工作，

为做好资料搜集工作，修志办安排相关人员先后赴重庆、山西、

北京等地进行学习交流，并多次组织专家深入各基层承编单位开

展修志培训和辅导工作。先后培训达500余人次，共收集资料3000

余万字，彩色图片 2000 余幅。三是志稿撰写修订阶段。2016 年

1 月，修志办组织专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稿、撰写并修订。在

志稿撰写过程中，修志办采取“边撰写、边补充、边修订”的方

法，以加快编修进度。四是志稿评审阶段。在撰写过程中，按照

“以评促改”原则，邀请相关专家和各篇章主笔，分批、分次组

织进行内审，5 年内先后召开内审会和讨论会 60余次。五是志稿

修改补充阶段。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和内蒙古自治区



 

地方志办公室评审专家的意见，修志办组织人员查证相关史实和

统计数据，进行修改补充，并多次对成稿部分的内容及时交换意

见。 

三、认真挖掘史料 多方考证史实 

编修志书是国家赋予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传承中华文化、

加强煤炭工业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参与编修的人员本着

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认真收集、考订、多方征求意见、

反复核实材料，保证志书资料的准确性、全面性。 

1.广泛搜集资料。编纂人员耗费两年多的时间，迎寒风，顶

酷暑，行程两万多里，走访近 50 个企事业单位和煤炭行业管理

部门，为保证志书的翔实奠定了基础。 

2.认真考订资料，求全、求真。一部志书使用价值的大小，

取决于志书“资料的全面、系统、准确”。编纂人员按照《编纂

大纲》的要求对资料进行认真梳理和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发现不完整、有疑问的地方，立即通知有关人员补充、核实。 

3.多方面、多层次征求意见。编委会聘请专家学者多次、反

复审读志稿（征求意见稿），征求修改意见。修志办采取成一篇

审一篇、审一篇改一篇的方式，提高了志稿质量，加快了修志进

度。许多篇章都是两名以上专家审读把关，有的篇章多次召开内

审会，确保志稿内容完整、准确。 

修志办还采取分项、分层把关的办法，将单篇志稿（征求意

见稿）寄（发）送有关部门和企业，请他们核实本地区、本单位



 

志稿记述的内容是否完整、准确。并聘请专职编辑人员，对志稿

进行文字把关。 

4.遵循志书续、补、创的原则。本轮志书是《内蒙古煤炭工

业志》的续志，考虑到这一问题，在每一篇下设置了无题序，与

上一轮志书有效衔接。在编纂过程中，因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于

2018 年 12 月底撤销，为了便于下一轮修志工作的开展，我们把

2016 年-2018 年期间自治区煤炭行业的发展情况在志书后记中做

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保证志书记述的完整性。 

四、众手成志 打造精品 

2017 年 1月 11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内蒙古煤炭工业志》

通过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评审。2019 年 4 月 25 日，《内

蒙古自治区志·煤炭工业志》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评审。目前，《内蒙古煤炭志》编修工作已进入志稿打磨完善阶

段，修志办正组织专家和主笔按照打造“精品志书”的目标，对

志稿进行逐篇、逐章、逐节打磨完善，力争 2019 年 7 月正式交

付印刷出版。 

《内蒙古煤炭志》编修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得益

于《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领导、自治区能源局领导和自治区

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史志专家教授的具体指

导，得益于自治区各级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更得益于

承担各篇章编纂任务的单位和主笔、主编们的辛勤工作和求真务

实的精神。 



 

我们相信，有《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及内蒙古自治区地

方志办公室的正确指导，有自治区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的大力

帮助，有全区各煤炭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和所有参编人员的共同努

力，一定能够修出一部既有时代特征、行业特点，又有地域特色

的精品佳志，为完成全国二轮修志工作任务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