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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勤笔耕为企业存史   呕心沥血为矿工立传 

 

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史志办公室 
 

 

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源于 1878 年清末

创办的“中兴矿局”（后改为中兴煤矿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官督

商办的民族股份制企业。1948 年获得解放，经社会主义工商业改

造，1956 年成立枣庄矿务局。1998 年改制为枣庄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成为山东能源集团的权属企业。 

枣矿集团是一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矿区，一直以来就有着

编修矿史的历史传统。从 1936 年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概况》

到 1959 年的《枣庄煤矿史》再到 1990 年的《枣庄矿务局志》，

始终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2000 年以来，枣矿集团遵照上级的

指示，又开展了第二轮修志工作，延续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我

们的煤矿、我们的工人再次融入了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历史长河之中。 

一、树立责任意识  担当历史责任 

2003 年 5月，枣矿集团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再次组建史志办

公室。在最初只有一名编辑一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史志办开始

了第二轮公司志（1991－2005）的编修工作。编纂伊始，史志办

首先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和篇目设计及供稿分工等文件，先后修

改 3 次，最终定稿。2007 年 6 月 2 日，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在龙口

召开全省煤矿史志工作会议，此工作实施方案得到了充分肯定，

并作为样稿连同电子版发给全省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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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工作全面展开后，首先碰到的是资料收集困难。这一时

期，由于机关搬迁、改革改制、机构调整、人员变动频繁，二级

单位关停并转，从而造成各种所需资料缺失严重。其次更为严重

的是各单位的供撰稿人都是门外汉和兼职的，他们除本职工作

外，还要承担繁重的供稿任务，所以提供的资料基本不符合志书

的要求，大都需要反复返工，费时又费工。为了解决这一“肠梗

阻”的问题，史志办先后举办 2次全公司的培训班，同时又到 38

个机关处室、38 个二级单位进行辅导，具体讲授志书的体例文风、

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应用，写作技巧与其它文体的区别等等，累

计培训辅导千余人次，使矿区修志人员素养得到了明显提高，也

为提高矿区修志工作质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史志办坚持先报先审、先审先改、先改

先定的原则，坚持粗加工、细加工、精加工的原则，采取平行流

水作业和交叉作业的方式，加快工作进度。这期间，史志办的同

志白天在办公室改稿、晚上回家改稿至深夜，常常熬个通宵，没

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编纂工作中。 

2010 年 12 月，志书初稿编纂完成，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史志办再次修改。2011 年 7 月，志书征求意见稿（60 套）上下

卷合订成本，送呈有关领导、部门征求意见。随后，史志办再次

修改、核对、辨识、参校。2012 年 8 月，志书最终审定稿合订本

面世。各方面意见反馈后，史志办再次精细加工。2013 年 5 月，

《枣庄矿业集团公司（矿务局）志》（上下卷），经中华书局最终

审校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全面、翔实地记载了 15

年间全公司（局）在各方面的发展进程以及取得的辉煌业绩。全

书分 19编 113 章 459 节，有 222 幅表格和插图、166 张彩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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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92 万字、1518 页。此书出版后，省管煤矿 6家公司和有关地

方煤矿纷纷索要样书和电子版，作为修志参考。 

二、上下齐头并进  修志硕果累累 

按照公司领导的安排，史志办在担负着公司志书编修工作的

同时，还承担着各二级单位修志实施方案及志书初稿的审阅与最

终定稿的审改与审定。在最后的审定阶段，史志办的同志都是吃

住在各单位，一连半个多月，每天工作都在 20 个小时左右。在

柴里煤矿、新安煤矿、高庄煤矿、山家林煤矿、铁路运输处、第

二机械厂、枣庄医院等，连续作战，严格把关。就这样审改一家，

定稿一家。截至 2016 年 6 月，经史志办审改后已有 12 家矿厂处

单位正式出版企业志书 13 部：《枣庄煤矿志》（100 万字）、《山家

林煤矿志》（61 万字）、《陶庄煤矿志（下部）》（57 万字）、《高庄

煤矿志》（90 万字）、《田陈煤矿志》（90万字）、《蒋庄煤矿志》2

部（80 万字、106 万字）、《付村煤业公司志》（50 万字）、《铁路

运输处志》（61 万字）、《第二机械厂志》（70 万字）、《新安煤矿

志》（81 万字）、《柴里煤矿志》（116 万字）、《枣庄医院志》（60

万字）。 

三、积极协助地方  共襄修志盛举 

枣矿集团史志办除担任着本企业志书的编修工作外，还担负

着大量地本系统和地方政府所需的资料任务。先后向《山东省

志·煤炭工业志》（1990－2005）提供资料稿 90 余万字；承编《枣

庄市志》煤炭工业部分（1986－2005）约 60 万字，照片、表格

70 幅。根据公司安排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国资委要求，编撰《枣

矿集团组织史资料》（1949·10－2005·6），全稿约 30 万字，照

片、图表 10 幅，此稿上报后，得到省有关部门肯定，并将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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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到驻鲁 114 家企业作为样稿。编撰提供《枣庄年鉴》2003 年

－2013 年的文字稿约 30万字，图片 96 幅；参与中共薛城区委编

撰的《铁道游击队史》，主编枣庄矿区部分，提供资料稿近 10 万

字；组织撰写《枣庄矿区党史部分）》（1949·10－1978·12），为

枣庄市地方党史第二卷提供资料约 35 万字，受到市党史办的嘉

奖；撰写《枣矿集团公司发展大事记》（1878－2005）约 5万字，

上报省国资委、大众日报社；组织撰写基建工程兵驻枣煤炭部队

资料稿（1966－1983）约 8 万余字、图片 80 幅，受到基建工程

兵煤炭部队志编纂委员会的表扬。 

2008 年 6月 5 日，山东省史志办和枣庄市史志办领导到枣矿

集团公司检查史志工作，在听取汇报后，对公司的史志工作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史志办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所做的工

作大加赞扬。 

这次会后，我们将借会议的东风，找出不足，进一步弥补缺

憾，更好地推动枣矿集团公司的史志工作，争取再出新的志书、

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