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交流材料 

 1

晋煤集团史志编纂工作开展情况汇报材料 

晋煤集团  2019 年 5 月 13 日 

 

一、晋煤集团简介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晋煤集

团）始建于 1958 年，前身为晋城矿务局，2000 年、2005 年

先后经过公司制、债转股两次改制，现为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控股，国开金融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

司等多元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晋煤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煤层气抽采利用企业集团、全国

最大的瓦斯发电企业集团、全国最大的煤化工企业集团、全

国重要的优质无烟煤生产基地，拥有山西燃气集团和全产业

链上市公司蓝焰控股等 80 余家子分公司。位列 2018 世界企

业 500 强第 481 位。 

2018 年，晋煤集团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突出三个引领，推动三个变革，着力构建以燃气产业为

主业，煤炭、煤化工、电力产业为辅业的“一主三辅”产业

体系，确立了“燃气为主、清洁高效，建设国际一流能源企

业集团”战略目标，全面开启“二次转型”新征程。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721 亿元、利润 42.16 亿元、上缴税费 114.73

亿元。 



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交流材料 

 2

二、晋煤集团史志工作开展情况 

多年来，晋煤集团高度重视史志工作，建立了以集团公

司史志编纂委员会为主体，各子分公司协同配合的工作机

制，有效推进各项史志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1.匠心编纂《晋煤集团五十年志书》，如实记载企业发

展历程。 

2008 年，建企 50 周年之际，晋煤集团组织编纂了企业

50 年志书——《晋城煤业集团志》，全书共分 12 篇、59 章、

207 节，分为：环境、机构、煤田地质与勘测、矿区建设、

煤炭生产、安全、经营管理、非煤产业、科教卫生、社会保

障与后勤服务、党群工作、单位选介、人物及附录等篇章，

共计约 110 万字，如实记载了晋煤集团从 1958 年到 2007 年

的历史演变，客观再现了企业 50 年的发展轨迹，深刻反映

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奋斗历程。 

2.悉心编纂《晋煤集团年鉴》（2009～2018 卷），逐年

记录企业发展脉络。 

自 2009 年开始，晋煤集团逐年进行年鉴编纂工作，目

前已编纂 10 卷《晋煤集团年鉴》（2009～2018 卷）。《年

鉴》是反映晋煤集团改革发展进程的综合性企业年鉴，设置

有：工作综述、工作分述、重要会议、重大项目建设、重大

事件和重大活动、领导讲话、科技创新、统计资料、人物、

大事记十个篇章，每卷平均约为 80 万字。全书旨在逐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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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晋煤集团在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新进

展、新成就和新经验，所载资料全面、系统、详实、准确，

是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晋煤集团的重要工具书。 

3.精心编印《晋煤集团六十年史志画册》，亮点呈现企

业重大发展事件。 

2018 年，在企业建企六十周年之际，组织编印了企业六

十年《奋斗》史志画册，在遵循详今略古原则的基础上，也

充分考虑到了老矿工的情感，通过收集展示一定比重创业时

期的老照片，既让老同志从中寻找到了当年奋斗的印记，也

让年轻一代进一步了解老前辈们的艰辛和奉献，推动了企业

精神的传承。利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

结合，让每一张照片充满生机活力，都记述了企业六十年来

重大发展节点的历史事件，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充

分认同。 

另外，晋煤集团下属各子分公司在史志编纂工作方面也

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在集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要求

下，下属的古书院矿、王台铺矿、凤凰山矿、寺河矿、赵庄

煤业、成庄矿、长平矿、宏圣公司等单位，分别编纂了各公

司志书、年鉴及史志图册，个别公司设置了历史展览馆。充

分利用各类载体，尽可能全面详实的记录企业从上到下整体

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指导与帮助下，晋煤集团在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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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旨在见证历史、记存历史，

进而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功能，把历史的智慧

告诉企业管理者，更好地助力企业改革发展。也希望能通过

企业的努力，为全国煤炭行业的史志工作贡献微薄之力。 

今后，晋煤集团将围绕企业中心工作，结合企业实际，

继续做好史志编纂工作，进一步促进方志事业再上新台阶。

一是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企业各单位对史志编纂工作的

认识，高度重视企业年鉴编纂工作；二是要加强沟通，积极

与上级部门、协会进行沟通，了解掌握最新工作动态，使企

业史志工作与时俱进；三是要强化培训，增强史志年鉴编纂

工作人员素质，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