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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月 13 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同志： 

刚才台上的领导临时动意，让我也讲一讲。那我就以一

个修志过来人和见证者的身份做个简短的发言。 

会议开始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冀祥德同志、国

家煤监局副局长李万疆同志做了精彩的讲话，很重要。解宏

绪副会长做了工作报告，陈昌同志介绍了二轮修志情况。 

今天是二轮修志的总结会，两位领导的总结很全面，非

常好，我们下去要好好学习。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总结、

无声的总结，这就是《中国煤炭工业志》首发式上，由领导

揭幕的这 200 本煤炭志书和煤炭史志馆这个牌子。两个大书

架拉过来挺费劲，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也就是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它是二轮修志成果的缩影或者

说是志书的代表。这些志书承载着煤炭行业几千年的文明史、

文化史。它是我们煤炭人流汗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忠实记

录，是推动煤炭工业不断前进的正能量，是无价的文化资源、

文化力量、文化动力。 

那么这些连同已经征集到的共三千多册书，究竟怎么处

理？是堆在办公室，慢慢散失吗？一轮修志仅仅过去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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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能搜集到三分之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出现，根据

广大煤炭史志工作者的强烈呼吁，煤炭工业协会领导的果断

拍板，设立了煤炭工业史志馆。今天 4位主要领导在全体与

会同志的见证下，为史志馆揭了牌。其目的就是用史志馆这

个牌子把我们艰苦奋斗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拢起来、罩起来。

没有这个牌子，人家不会把史志著作拿过来，把全国煤炭史

志著作往这儿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些史书志书进了造纸

厂、进了废纸收购站，或者躺在沾满灰尘的角落里，淹没在

历史的沙尘之中。而是要把它们汇拢起来、保存起来，进一

步使它们用起来、活起来。利用的前提是要有书，不能丢掉，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非常支持。 

志书不会说话，但这是对二轮修志无言无声的总结。煤

炭工业协会是组织协调、牵头推进的。煤炭工业文献委是具

体做这件事的。因此才有煤炭工业志、煤炭工业史、煤炭工

业年鉴、煤炭工业大事记、煤炭工业史志馆。概括起来就是

史、志、鉴、记、馆五位一体，我认为这 5 个字就是煤炭二

轮修志的总体格局。 

在二轮修志全过程中，大家辛辛苦苦，创造了修志历史，

也记录了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东西，是值得总结的，

有这样几条应该记取。 

第一，本次二轮修志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进行并完成的。

这就说明二轮修志始终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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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我们才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能够讲政治，不至于把路走偏了。 

第二，我们修志是按照国家部署和《地方志管理条例》

的法律规定，有理有据依法进行的。去年 3 月份，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祥德主任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们派人参

加我们会议，给我们培训讲课。不断的给我们坚定的支持、

热情的鼓励、悉心的指导，我们很受感动，不能忘记。我们

修志很多的思路和方法都是从祥德主任那边借鉴过来、学来

搬来的。今后我们要一如既往，更加主动更加自觉的向地方

志指导小组及办公室汇报请教，请求指导。 

第三，国家煤监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在第二轮修志

中发挥了大作用。不仅大力支持，在有些方面直接参与。经

过王部长和梁局长的协调，煤监局很快发了修志文件。要求

各省煤监局在省级煤炭志编纂中，可以主动牵头修志。有牵

头单位的煤监机构要主动配合。这个做的就非常好。全国近

一半的省级《煤炭工业志》是由省煤监局牵头修志的，成绩

很大。今天参加会议的万疆副局长还是《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第四，本轮修志是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协调

推进的。协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牵头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主动牵头。协会领导清醒地认为修志有意义，认为修志

对于煤炭工业的发展能够起到推进作用，对于推动煤矿的文



4 
 

化建设有好处，对于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促进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部署有作用，因此从大局出发，主动牵

头修志。这就像祥德主任去年 3月份说的，这体现了煤炭工

业协会的文化自觉、文化担当、有大的格局。二是在体制变

化大，煤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牵头的。2011 到 2013 年正是

煤炭效益下滑，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协会把这个大事干起

来了，这也体现了协会的文化自信，对修志工作有自信有信

心，认为能干，有能力干这个活，坚决把这个活干好。因此

在工作中投入适当的人力、物力和经费，有困难坚决克服，

有阻力能够拍板。这两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这些成果，这些志书是举煤炭行业之力，煤炭行

业方方面面共同奋斗的结果。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安全监察

机构、煤炭企事业单位、煤炭社团组织都是一心一意的加强

我们的文化建设。通过修志，把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使命、

我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记录下来，把煤炭经验、煤炭精神、煤

炭智慧传给子孙后代。对促进当前工作也有好处。特别是在

座以及全国广大煤炭史志工作者功不可没。修志是个艰苦复

杂的过程，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遇到了许多想不到的困

难。有些事情过去不是问题，现在就需要协调商量，还不一

定能够解决得了。但是我们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艰苦

奋斗、不计名利、默默奉献。有些同志生病了在病房讨论工

作，在病床上修改书稿。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特别能战斗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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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可惜的是今天几位修志突出贡献者或先进工作者来不了

了，他们已经去世了。有些同志由于生病躺在炕上，还有的

年事已高，家里怕出问题也来不了。但对他们的贡献，我们

永远不能忘记。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基建工程兵煤炭

部队，这个军级单位已经撤销了 38 年，因此没有规划编纂

《煤炭部队志》。但一些老同志听说修志这件事，坚决要求

修志，不要一分钱，不要一间办公室，不要任何报酬和条件。

他们平均 70 岁以上，最大的 92 岁，不会电脑，让儿子、孙

女打字。他们反而较早出版了志书，完成了编写任务，质量

还很不错。部队的老战友闻讯后自掏腰包买车票、付房费来

北京参加《部队志》首发式。也没有地方报销。自费买书，

第一批印了 1000 本就都卖完了。这种修志精神，也是我们

的精神财富。 

我认为咱们煤炭行业和煤炭职工具有天然的文化基因

或者红色基因，并且在修志过程中发扬了光荣传统。比如延

安市煤炭局，包括宝塔区等产煤区县也在修志。当年党中央、

边区政府以及部队都重视煤炭工业，拨了专门款项恢复煤矿。

当时延安还有煤炭协会，还有煤炭刊物。毛泽东主席在 1937

年在延安就提出了要向煤炭工人学习，所以《延安煤炭志》

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芒。又如江西及萍乡安源。毛主席八次

到安源，1924 年全国的党员不过 1000 人，安源的党员占了

五分之一，缴的党费也占了较大的比例。他们在史志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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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扬了安源精神，争取更大光荣。 

从北京这里来讲，煤炭文献委的几位同志，包括陈昌主

任、于海宏副主任，还有因身体原因今天未到的张素红副主

任，也包括煤炭信息院、煤炭工业出版社的同志都出了力，

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贡献。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忘记

的。 

当然，在二轮修志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加强和

改进的事情。加强说明有薄弱之处，改进说明有做的不对的

地方。还有些志书质量不是太高，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很多事情我考虑不够周全、不够完善，说话办事也有所得罪。

我作为 2015 年以前的文献委副主任，目前的《中国煤炭工

业志》总纂，我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并在此表示歉意。 

没有准备，耽误大家时间，谢谢！ 

 

                  （陈振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