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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交流材料 

咸阳市煤炭工业局 

（2019 年 5 月 13 日） 

 

咸阳市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腹地，东邻省会西安，西接杨凌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西北与甘肃接壤。全市辖 2区 2 市

9县，总面积 10189 平方公里，总人口 495 万。咸阳煤炭资源丰

富，预测地质储量 150 亿吨，探明储量 110 亿吨，集中分布于辖

区北部的彬县、长武、旬邑、淳化、永寿五县，其中彬长矿区地

处彬县、长武境内，地质储量 89亿吨，是全国确定的十三个重点

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是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接续地。全市现有各

类煤矿 28 处，国有重点煤矿 5 处，地方煤矿 23 处，煤矿生产和

建设总规模 6016 万吨，是陕西第二大产煤市。2018 年，全市累

计生产原煤 6376 万吨，实现产值 339 亿元，同比增长 11.7%和

14.6%。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产业，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充分反映咸阳煤炭工业发展史，记述煤炭工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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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咸阳煤炭工业又好又快发展，2013 年元月份，在咸阳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支持和陕西省煤炭志编纂委员会、咸阳市方志办、

省市相关部门及辖区煤矿企业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咸阳市

煤炭工业局开始组织编纂《咸阳市煤炭工业志》，历时四年多，

五易其稿，于 2017 年 7 月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该部志书上

限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下限至 2014 年 12 月，时间跨度两千余

年，是第一部系统记述咸阳煤炭工业发展历程的部门通志。全志

共 71.6 万字，分序、凡例、目录、概述、志、大事记、附录、

编后记八个部分，其中“志”共 15 篇、55 章、203 节，收录历

史资料图片 170 多幅。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健全机构，配强力量。编志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没有一个健全的机构和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队伍，就很难开展工

作。为了加强对编志工作的领导，我们及时成立了《咸阳市煤炭

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由局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其他领导

任副主任，相关科室、各产煤县煤炭局、大中型煤矿企业负责人

为编委会成员。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由责任心强、热爱编纂工作、

文字功底扎实、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并负责总纂，

又专门抽调 1名县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和 6名业务精通、文字

功底强的人员参与志书的编写，进一步充实了编志工作队伍。同

时，各产煤县煤炭局也成立了相应机构，抽调、聘请专人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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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上下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协作的编志氛围。 

二、强化培训，提升素质。编志工作关键在人，这也是保质

保量完成编纂任务的根本保障。因大多数编纂人员以前均未接触

过此项工作，对史志编纂工作的要求、文体格式、资料收集等情

况不熟悉。编纂工作启动后，我们及时请教省局编志办和市方志

办专家，共同研究制定编志人员业务培训方案，编印了编纂业务

培训教材、编纂大纲修改说明、编纂资料汇编等培训教材，采取

印发资料、集中学习、专题讲座等形式培训编志人员。先后举办

编志业务培训班 3期，组织市、县煤炭局编纂人员参加省煤炭志

编纂业务培训班学习 2 期，累计培训市、县、矿三级编纂人员

120 余人（次）。期间我们还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与史志工

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昌、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吴玉莲等专家的授

课录音整理后打印成册，作为培训教材，帮助编纂人员更多地了

解专业志书的编纂常识、编写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增长见识，提

高编纂工作能力和水平。 

三、科学谋篇，突出特色。编纂提纲和篇目设置是一部志书

的灵魂。编志工作开始后，我们集中力量拟定编纂方案。从“三

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三新”（新观点、新材料、

新方法）的角度出发，参照同行业编纂的优秀志书，制定了《咸

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方案、编纂提纲和基本篇目。在篇目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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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我们力求把握实用性、典型性、可操作性，注重时代性、

地方性、专业性，坚持志书“横排门类、竖写史实”的编纂规范

与“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编志原则，横向覆盖咸阳市境内不

分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全行业单位以及煤田地质勘探、煤矿

建设、煤炭生产、煤矿安全等各项工作，纵向以大事记形式记载，

经纬纵横，主线清晰，形成整体，使这部志书真正成为了能够客

观、全面、系统反映咸阳煤炭工业历史与现实全貌的“资料库”。   

四、征集资料，广泛严谨。《咸阳市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

起步较晚，无现成资料可利用。为此，我们十分重视资料征集工

作。一是重视基层报送的资料。编纂期间我们共先后收集各县煤

炭局报送资料 130 万字、煤矿企业报送各类表格 208 种，资料采

用率达到 50%以上。二是组织力量广泛收集资料。从 2013 年开

始，编志办工作人员先后 10 余次深入市档案局查阅相关档案资

料和信息，到图书馆详细查阅图书报刊资料、图像网络资料及口

碑资料，通过现代网络技术查找相关资料，共收集整理档案资料

上千余册。三是精心选购图书资料。先后购买了《中国煤炭志.

陕西卷》《陕西省离退休干部名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

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煤炭史记》《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中

国近代煤矿史》《清代的矿业》《三水县志》等书籍，并查阅了咸

阳市各县区第一轮县志和咸阳市历年年鉴，为编志提供了更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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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参考文献。四是严格审查所有资料。做到了“四查”：即一

查资料的全面性。涉及本行业各项主要工作的资料，必须完备，

不能缺项；二查资料的真实性。对有错误、有疑点、或有争议的

资料，一定要查证和核实；三查资料的准确性。入志资料必须客

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不渲染，不夸大；四查资料的典型性。

对缺乏典型意义、不足以反映经验和规律的资料，坚决予以删减

或调换，从而确保了资料的可靠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五、上下联动，多方沟通。《咸阳市煤炭工业志》内容涉及

面广，时间跨度长，为了增强时效性和实效性，我们坚持内外结

合、上下联动，注重加强沟通协调，多方听取意见建议。一是学

习借鉴外地经验。通过上门学习考察、请进来授课、电话联络等

途径，先后与省内外 8个市、县取得联系并相互交流情况。二是

加强请示报告。及时与省煤炭志编纂办公室和市地方志办公室专

家及业务人员联系对接，经常汇报工作进展情况，遇到问题及时

请教，认真听取指导意见。三是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与五个产

煤县煤炭局和各煤矿企业层层签订年度编纂目标责任书，按照编

纂大纲内容设计表格 200 余种逐级填报，形成了上下齐心协力、

密切配合协作的编纂氛围。四是加强沟通协调。重点做好与局机

关相关科室和下属单位之间的沟通，及时向所涉及的科室、单位

定期通报相关章节、纲目的拟订和编纂进展情况，共同讨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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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5 月先后两次征集到对志书初稿的意见

建议 30 余条。五是统筹推进县志编纂。在抓好自身志书编纂的

同时，及时督促产煤县和煤矿企业加强志书编纂工作进度。我市

永寿、彬县煤炭局和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按期完成编志任务。

《彬县煤矿发展史》《永寿县煤炭工业志》《彬县煤炭工业志》先

后出版问世。 

六、注重质量，打造精品。坚持以抓质量为重点，以创精

品为目标。从2013年元月启动编志工作到2017年7月印刷出版，

历时 4年 7个月，期间经过多次调整结构、纠正差错、补充资料、

认真核对，即使排版出样，也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从初稿到印

刷成册，五易其稿，从内容到封面、从插图到照片、从前言后语

到图片解说，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在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下，《咸阳市煤

炭工业志》落笔定稿。编纂的道路虽然艰辛而漫长，但同时也给

我们带来了成书的甜美。我们感到《咸阳市煤炭工业志》体例规

范、结构严谨，资料翔实、特色鲜明，设计大方，出版正规，是

咸阳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全市煤炭工业发展的专业志

书，是记录咸阳煤炭人两千年来努力拼搏足迹的一部典范之作，

可读可藏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