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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召开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工业史·煤炭卷》负责人邹放鸣在中

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组织召开编纂工作推进会。会议传达了中国工业

经济联合会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的“书稿审查意见反馈会

议”的相关精神。煤炭卷主要编写人员蔡世华、章毛平、方跃平、王

传棨、汤成、万妮娜、王勇、赵保全、陈鹏、朱正中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朱正中通报了各编写小组目前的编写进度以及编纂工作进

展状况。与会人员就目前书稿编纂进度以及目前书稿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交流，会议强调：工业史煤炭卷的编纂工作要注意在切实保障质量

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编纂进度，做到两不误。与会同志还就提高编纂

工作规范化以及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安排等事宜进行了认真讨论。会

议形成如下意见： 

1、进一步规范编纂体系和格式。各编纂小组要严格执行中国工业

经济联合会印发的《<中国工业史>编纂规范》，严格遵守国家知识产

权等法律法规，引用文献必须详细注释，确保编纂工作严谨、科学。 

2、进一步加快编纂工作进度安排。各组要高度重视，在前期工作

基础上加快工作进度，按照工经联出版要求倒排时间表，确保于 2020

年 4 月底前完成初稿。对已相对成熟的文稿，可提前进行校内审稿。 

                          （特约通讯员 周晓林）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印发“关于开展《中国煤炭运销志》 

编纂工作的通知”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中国煤炭运销志》编写大纲通过煤炭工业

文献委及有关专家评审。2020 年 1 月 10 日，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印发

“关于开展《中国煤炭运销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制定工作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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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一、成立《中国煤炭运销志》编委会。按照志书编纂工作有关要

求，建立相关煤炭企事业单位运销工作负责人为成员的编委会。编委

会办公室设在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由各煤炭运销相关主管部门、单位

负责人以及具体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组成。 

二、《中国煤炭运销志》的定位。《中国煤炭运销志》属于《中

国煤炭工业志》专业志系列，是《中国煤炭工业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针对我国煤炭运销领域的第一部煤炭运销行业志书。 

三、《中国煤炭运销志》的主要内容，是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煤炭运销行业和相关单位、企业的发展历程，阶段性的重大变革、

经历的重大事件和突出人物等。 

四、有关事项和要求 

1、请各有关单位尽快落实参与《中国煤炭运销志》编写工作的责

任人、责任部门和联系人，并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前将有关信息以传

真或邮件方式报送《中国煤炭运销志》编委会办公室。 

2、经研究，拟定在 3月中下旬组织召开《中国煤炭运销志》启动

及培训会，届时将对参与编纂《中国煤炭运销志》的人员进行修志工

作有关的解析和培训。                      （于海宏） 

中煤大屯能源公司召开《中煤大屯志》续编工作动员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中煤

大屯能源公司召开《中煤大屯

志》续编工作动员会。公司党

委副书记向开满出席动员会，

公司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部

部长张进主持会议。 

向开满指出，2020 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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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公司开发建设 50 周年，公司正式启动《中煤大屯志》（1991-2020）

编纂工作，续编是一项复杂细致、专业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任务艰

巨，要求大家：（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公司上下要同心协力、

奋力攻坚，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角度、传承文明的深度，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打好公司志编纂工作攻坚战，全力确

保《中煤大屯志》顺利编纂完成并如期出版，做到一时一刻不能放松，

一丝一毫不能马虎，一点一滴不能遗漏，一心一意修好志书。（二）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一是负起高度的责任心，保证机构到位、领导

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工作条件到位等“五到位”。二是把好

“三关”、 强化“四个意识”，做到志书内容“既要有官方的，又要

有民间的，做到详实而准确无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三是明确编

写细则，全面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广征、核准、精编、

严审”的方针，并纳入重点工作考核，确保编撰工作准确无误。（三）

注重质量、精益求精。一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客观全面地记载大

屯公司的历史与现状，把住志书编纂的政治关、史料关、体例关、文

字关和保密关等重要关口，做到一关不松。二是发扬工匠精神，强化

担当，把修志工作真正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把精品意识、质量意识、

创新意识贯穿到编志工作的全过程。三是认真做好资料收集、志书撰

稿、编纂、评审各个环节工作，为矿区开发建设 5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增添华彩篇章。 

会上宣读了《关于成立大屯志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发放了编

纂工作指导书籍《修志指要》。动员会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

办公室副主任于海宏就志书编纂工作进行了专题讲座。 

公司各部室主要负责人、基层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以及公司史

志办、各单位、各部室及史志续编工作人员共 1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特约通讯员 张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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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专栏 

说“疫” 

吴晓煜 2003.6.17 

进入2003年 4月中旬,一场名为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在全国 26个

省份,特别是北京蔓延开来,仅一二十天就从原来的十几例患者,增到

2000 余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电视报章,出现频率较高

的一个字眼,就是“疫”。什么疫情、疫病、疫苗、防疫、免疫力等等,

纷纷映入眼帘,成为人们的经常用语,在一些人群中,言必称“疫”,有

的谈“疫”色变。而防疫站、防疫所、疫病研究所、检疫站则成了最

忙碌的单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在古代还有时疫、疫气、疫痢、

寒疫、瘟疫、疫神、疫鬼、疫疾、疫室、疫疠、疫瘴、疫疹、疫人、

疫疮等。 

那么,什么是疫呢?疫包括哪些疫病,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不是医生,

对卫生防疫知识了解不多,但由于近来搜集到一些有关瘟疫的资料,故

而不揣浅薄,就教于读者。 

疫这个字,在我国出现很早。由于是病字旁,肯定是指疾病。但并

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疫。《辞源》将疫解释为“瘟疫,流行性传染病的

通称。”而《辞海》的解释是:“瘟疫,急性传染病流行的通称,如鼠疫。”

而《新华字典》《新华辞典》等字书、辞书的解释大体上相同,不过是

“流行”“传染”“急性”等词的位置先后有所不同罢了。而 20世纪

20 年代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则解释为:病之传染而病之相似者。”

看了这些解释,我们对于疫有了大体上的了解。 

古人又是怎样谈论“疫”的呢?汉代人许慎编的《说文解字》上讲:

“疫,民皆疾也。”许慎认为是一个地区百姓大都患上同一种病,这说

明他认为疫是流行较广的疾病。《礼记》月令上就记载了这样的话,“果

实早成,民殃于疫”,“民必大疫,又随以丧”。《汉书》上写道:“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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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欲人死也。”《皇帝内经·素问》上

讲:“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还有些古代文人把

疫与疠联在一起用。有的干脆把疠解释为疫病。《山海经·西山经》

中有“食之已疠”的记载,其注解是:疫病也,或日恶创。”汉人何林把

疠列入恶疾类。大概有时疠比疫更严重一些吧!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在

《论衡》“定鬼”中也讲:“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

隋人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十是这样解释的:“病无少长,率相皆似,

如有鬼疠之气,故曰疫疠病。”如此看来,疫与疠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明清时期,对疫的认识与解释更为明确和准确。明人吴有性在

《温疫论》中讲:“时疫能传染于人”,“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

相同”。杨璿《寒温条辨》写道:“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人,

皆惊恐呼为瘟疫。”类似有关疫、瘟疫、疫疠的记载太多了。 

根据上述的资料,参考今人与古人对疫的解释，笔者认为,疫病大

致有以下几个特点或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紧急性。此病来得急,来得快,有的是急速蔓延。常常在人们

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弄得人们惊恐失措。 

二是传染性。任何疫病都是有传染性的,即古人讲的“皆相染易”。

《增订伤暑全书》上讲:“如不传染,便非温疫。”当然不同的疫病传

染性的大小是不同的。 

三是流行性。这是传染的结果。有些是一村、一城、一省,甚至是

全国流行。更甚者是多国、跨国、世界性的流行。这表明疫病范围之

广、蔓延面积之大。其流行性还表现在基本症状相同。尽管由于发病

阶段的不同和个人体质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情况,但在基本层面上都

是一致的。 

四是灾难性。疫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令人心悸的灾难。其对人

类生命与健康的危害,后果之不堪设想,超过任何灾难。染上疫病,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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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的人死去,有全家灭绝者有顷族而无者,真是“十者九难生,漏人不

漏户”,造成“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这当然是过去的情况。 

五是时限性。这种传染病,其流行是有一定时限的,有的虽然反复

连续发生,但毕竟不可能永远存在,永恒发作。它是在一定时期(或长或

短)内发生的。其时间长短取决于人类对疫病的认识与采取的措施是否

正确和有效。 

还应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病都可以称为疫病,它只是一部分疾病的

统称或通称。而且古人对于疫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与界定。而统与

通就是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概念。笔者认为,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所列

举的几十种传染病,大多应纳入疫病之列,但这也并非绝对的,而古人

所称的疫当主要指鼠疫、伤寒、霍乱、天花(黑死病)、疟疾、痨(肺结

核)、痢、麻风等。而这些病在不同书籍,不同医家名称各异。（摘自

2004 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吴晓煜著作《瘟疫纵横谈》） 

举国剿病毒 

吴晓煜   

2020 年 1 月 26 日 

武汉罹疫前所无， 

瘟蛊肆蔓祸难书。 

邪菌奸狡乘隙入， 

白衣临危挺身出。 

群防联控成要务， 

举国同忾剿病毒。 

众志成城起宏图， 

全民共护小康路！ 



8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感 

陈 昌   

2020 年 2 月 17 日 

一 

恶魔久觎黄鹤楼，假借春运害九州。 

涂炭生灵势嚣张，欲阻长江向东流。 

二 

一方有难八方援，驰援湖北大武汉。 

人员物资滚滚来，打赢新冠阻击战。 

三 

抗击疫情举国力，驱魔灭毒抢时机。 

众志成城意志坚，科学救治不言弃。 

四 

十四亿人齐动员，居家预防自隔离。 

切断病毒传播径，联防联控好机制。 

五 

一线战士是白衣，血肉之躯铸铜壁。 

雷火双煞神威助，守得花开春万里。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