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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煤矿是我国最早开发利用矿区之一，至今已有 140 多年

开采历史，1949 年 9 月成立峰峰矿务局，1977 年成为全国十大千

万吨局之一。1998 年 8 月由原煤炭部划拨河北省管理，2003 年 7

月改制为峰峰集团有限公司。2008 年 6 月与金能集团联合，组建

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冀中能源集团最大的

子公司，现已成为集煤炭采选、化工、电力、装备制造、建筑施

工、现代物流等多产业综合发展的国有大型企业。截至 2018 年年

末，企业总资产 408 亿元。2018 年完成煤炭产量 2752 万吨、精煤

产量 941 万吨，营业收入 340 亿元，利税 37 亿元，上缴税金连续

多年在邯郸市名列前茅。 

一、史志编纂工作 

（一）《峰峰煤矿志》介绍 

《峰峰煤矿志》（第一部）于 1995 年 12 月，由峰峰煤矿志编

纂委员会编辑出版，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它记述的范围包括新

中国成立前的峰峰煤田地域、六河沟地域内的煤矿和新中国成立

以后的峰峰矿务局。该志是峰峰煤矿第一部矿志，记事贯通古今，

上限追溯至汉代，下限至 1988 年，有些连续性的数据至 1990 年，

突出性的事情至 1994 年。采用编、章、节、目的编排结构。在正

编之前为《综述》、《大事记》。综述即综合叙述，追溯历史，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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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扼要现状，为全书古今内容的概要。大事记纵贯古今，是

贯通全书的宏观史纲。正编以地理开篇；其后是地质与测量、基

本建设、煤炭生产技术、煤矿安全、煤炭的加工利用、经营管理、

煤炭开采科学技术等各编，为本志书的主体；再后为行政管理、

党工团、文教卫生生活福利、武装保卫法律顾问、人物等各编；

最后是主要矿厂简介。正编以横排竖写的方法，展示峰峰煤矿全

貌。综述分六章 18 节；大事记不分章节；正编 14 编，74 章 275

节。全书共约 125 万言。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表、图、

录并用，文图并茂、浑然一体。 

《峰峰煤矿志》（第二部）于 2009 年 8 月，由《峰峰煤矿志》

（第二部）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续接

《峰峰煤矿志》，上限为 1989 年，下限截至 2008 年。一些重要事

件延续到 2009 年初。采用编、章、节、目的编排结构。全书正文

共分六编。第一编概括了企业的基本情况。第二编回顾了企业 60

年的发展历程，重点放在后 20 年。第三编和第四编详细阐述了企

业 20 年的各项工作。第五编是各单位的情况介绍。第六编为人物。

编后附大事记、外事活动和荣誉榜。它对峰峰煤矿的历史发展进

行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记载，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

特点突出，文风端正，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具有

重要的“资政、教育、存史”的价值。同时，配套出版了《热源》《人

物纪事》《印证·峰峰煤矿 100 年》《峰峰问鼎》等附属书籍音像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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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煤矿志》（第三部）于 2015 年 12 月，由《峰峰煤矿志》

（第三部）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续接

《峰峰煤矿志第二部》，上限为 2009 年，下限截至 2014 年上半年。

采用编、章、节、目的编排结构。全书正文共分五编。第一编概

括了企业五年来的发展历程。第二编和第三编详加阐述了企业五

年中的各项工作。第四编介绍了基层各单位的情况。第五编为人

物。编后附大事记和荣誉榜。全书客观真实、资料翔实、体例完

备、特点突出、文风端正，融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于一体。 

（二）史志编纂工作经验体会 

峰峰集团高度重视史志编纂工作，工作开展过程大致如下：

一是高度重视，决策部署。把史志编纂工作列为公司党委常委会

议题，进行集体研究决策，并召开史志编纂专题会议，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在公司层面部署落实。二是成立机构，加强领导。成立

由党委书记、董事长为主任委员，其他班子成员为副主任委员，

机关部室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各基层单位为成员单位的史志编纂

工作委员会，明确总编、副总编及编辑等工作人员，制定编纂工

作计划，明确工作进度、阶段任务和经费、人员保障。三是动员

部署，教育培训。召开史志编纂工作部署会议，进行整体工作安

排。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织史志编纂人员和提供资料人员参加

培训。四是收集资料，撰写大纲。由史志编纂牵头部门，组织收

集机关部门、基层单位资料，阅读甄别、消化吸收、分类整理。

同时，撰写编纂大纲，由编纂委员会讨论、修改、审定大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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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篇、章、节、目。五是分工撰写，集中统稿。按照分工，由

编辑联系指导机关部室和基层单位撰写初稿，经所在部室、单位

主要领导审定后，交编辑初步统稿，最后由主编一支笔统稿。六

是征求意见，修改审定。打印初稿，分发至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

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审阅，收集梳理反馈意见，集体讨论、研究

修改，召开编委会会议审定，形成终稿。七是排版校对、联系印

刷。对终稿进行排版、校对，联系出版社，审验样书，正式出书。 

几点体会：一是主要领导要重视。史志编纂工作是一项浩繁

的系统工程，必须作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要重视过问、分管

领导要督导把关。二是业务人员要得力。必须成立专门机构，抽

调精兵强将，特别要选拔熟悉企情、文字水平高、有编纂经验的

同志参加编纂工作。三是资料收集要齐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资料收集是重点，充分占有资料是史志编纂工作的前提条件。四

是体例格式要规范。坚持科学、规范、严谨，确保基本框架、结

构形式、层次安排符合要求。五是审核把关要严格。要充分发挥

编纂委员会作用，举旗定向，协调联动，做好大纲审核、终稿审

定等工作，确保史志编纂工作方向正确、精准高效、保质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