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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2020 年 10 月 20 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办与《中国煤炭工

业志》编办在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召开了《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送

审稿）终审会。会议由《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办主任王晓波主持。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晓煜，鄂尔多斯市地方志

办公室主任田华，内蒙古煤炭工业协会主任隋景才，神东煤炭集团综

合办副主任郭蕴雪，《伊泰集团志》总纂杨海军等评审组成员，《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主任陈昌、副主任于海宏，《鄂尔多斯煤炭工业

志》编委会副主任、市能源局副局长霍励平，以及各旗区能源局修志

负责人等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评审组认为：《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送审稿）全面记述了 1949

—2018 年鄂尔多斯煤炭工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反映了鄂尔多斯煤炭

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志书观点正确，鄂尔多斯特色突出；体

裁较为完备，篇目基本合理；资料比较丰富，记述较为全面；语言朴

实，行文基本规范，符合志书编写要求。同意通过终审。 

《龙煤集团志》出版发行 

    2020年“十•一”前夕，作为《中国煤炭工业志》企业志系列组成

部分的《龙煤集团志》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按照全国煤炭工业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总体部署，集团公司自

2017年 11月开始启动《龙煤集团志》编纂工作。集团公司组建了编纂

委员会，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由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分管主抓，

并设立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编纂过程中，《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

委员会及编纂办公室、集团公司编纂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集团退休老领

导、集团所属各公司与集团总部机关各部门，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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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工作。其间历经编写大纲、业务培训、撰写初稿、反复修改、初审

二审各阶段，2019 年 6 月通过了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组织的专

家终审，遵照专家意见全面修改后于 2019年 9月送交煤炭工业出版社。 

   《龙煤集团志》全志 90 余万字，由卷前照、总序、序、凡例、概

述、大事记、13 篇专志、人物与荣誉、单位简介、附录和编纂始末等

部分组成。全志记述了自 2004年底集团成立至 2016年 12年间，在党

和国家、省委省政府关怀下，在各方面支持下，企业克难奋进，努力

实践改革改制，谋求安全发展、推动脱困发展的拼搏历程与各项工作

的基本状况、主要工作成就及存在不足。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成坤在序中指出：回眸龙煤这段不

平凡的历程，我们需要悉心整理龙煤人用爱岗敬业、实干奉献谱写的

创业篇章，更需要以史为鉴，传承企业精神，以滚石上山的毅力和决

心，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新龙煤的步伐。  

 （特约通讯员 程言） 

《神火集团志》（1998-2018）通过终审 

    2020年 10月 27日，《神火集团志》（1998-2018）终审会议在神

火集团四楼会议室召开，《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

晓煜，《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陈党义，《中国煤炭工业志》

副总纂、编办主任陈昌，《河南煤炭工业志》执行总纂张利亚，《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参加了终审。神火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炜及集团相关领导、部室负责人、《神火集团志》编办人员

约 30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陈党义主持，李炜代表《神火集团志》编委会致辞，《神

火集团志》编纂负责人戴洪校对志稿作了说明。与会专家分别对志稿

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并一致同意《神火集团志》（1998-2018）通

过终审。评审组认为：神火集团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修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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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落实，精准推进，编纂人员认真负责，不辞辛苦，特别在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克服困难，确保完成了送审稿的编纂任务；《神火集团志》

全面记述了 1998-2018 年神火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反映了神火集

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送审稿编纂观点正确，集团特色突出，体裁完

备，篇目结构合理，资料丰富，记述脉络清晰，语言朴实，行文规范，

符合志书要求。希望编纂人员在认真研究有关资料和评审组意见和建

议的基础上，举一反三，按照志书的编纂规范，对志稿进行认真修改

和完善，出版一部高质量的《神火集团志》。（特约通讯员  戴洪校） 

《永煤集团志》（1989-2019）通过终审 

2020年 10月 28日上午，《永煤集团志》（1989-2019）终审会在

永煤集团机关二楼会议室举行。评审组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

副主任、总纂吴晓煜，《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陈党义，《中

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编办主任陈昌，河南能源史志编委会副主任、

工会常务副主席刘慧发，《河南煤炭工业志》执行总纂张利亚、《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等组成，陈党义主持会议。 

永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强岱民致辞。他首先对专家组的到来

表示感谢，他指出，盛世修志，志载盛事。修志是永煤发展的大事，

140 多万字的志稿体现了永煤 30 多年的拼搏和收获，具有“存史、资

治、教化”的特殊功能，对传承和弘扬“敢于担当，勇于拼搏”的永

煤精神将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困难形势下，也

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员工汲取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团结拼

搏、提振干劲、担当作为、共克时艰，推动决改革脱困各项任务圆满

完成，促进企业安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希望评审专家严格审查、

精心指导，使志稿质量进一步提升。 

《永煤集团志》总纂白景双对送审志稿作了简要说明。评审组专

家对志稿给予充分肯定，对志书篇目设臵、记述内容、资料整理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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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范等方面进行认真评审，对彩色插图、大事记、概述、人物荣誉

等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对永煤集团编纂人员能够克服新

冠疫情影响，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140万字的志稿编纂给予高度评价。 

评审组一致认为，《永煤集团志》全面记述了 1989-2019 年永煤

集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指导思想明确，观点正确；体裁完备，结构

合理，特色突出；资料充实，记述清晰；语言朴实，行文规范，符合

志书编写要求，并一致同意《永煤集团志》（送审稿）通过终审。 

永煤集团纪委书记袁伟要求永煤集团各单位参编人员，认真研究

评审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加紧完善、修改和提升，杜绝原则性

错误，确保内容精准、客观，让《永煤集团志》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

检验、无愧当代、有益后人的可鉴之志。（特约通讯员  孙宏伟） 

▲史志论坛 

新发现一首江西煤炭诗 

《江西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  肖琳华 

2020年 8月 20日 

新近，《中国煤炭志•江西卷》首修主编胡尘白先生给我发来一条

微信，说是新见一首咏煤诗，首句为：“君不见庐陵周原上山兀”，

并嘱我考证一下“庐陵周原”在现今的吉安何处，同时希望我抽空写

一篇解读这首诗的文章。老先生还特地转发百度百科“石炭行”词条

的链接，以便让我打开网页一睹为快。 

这首题为《石炭行》的杂言诗为元末明初文学家江西泰和人刘崧

（1321～1381）所著。一个家乡先贤的诗作，而且写的是家乡事、煤

炭事，自然引起了我极大兴趣，一连默诵二三遍，虽有几个生僻字眼，

但并不影响对其诗意的基本理解。诗人以其最擅长的白描手法，通过

对挖煤人残酷现实的叙述，表达了对劳苦民众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初赏余兴未消，查找热情正高。只几天功夫，在中国国家数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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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找到其收藏的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本《刘槎翁先生诗选》，

所憾翻遍八卷而未见收录，而后在《四库全书》集部之《槎翁诗集》(八

卷)卷四中找到了此诗。现抄录于下： 

君不见庐陵周原上山兀，草木无根尽童突。 

何年下掘得石炭，劫灰死凝黑龙骨。 

十年兵兴铸鍊多，千包万秤严征科。 

乡夫如鬼入地道，鞭血哭泪交滂沱。 

斸深掘远不知返，土囊砑空忽崩反。 

十人同入几人归，接绠篝灯出牵挽。 

舟输担负入公家，连屋委积如泥沙。 

霞蒸风吼入炉韛，但见刀戟锋镞烈燄闪闪飞银花。 

我愿天公悯民苦，尽敕石煤化为土，随穴湮填永无取。 

便令四海歌升平，烧山铸镈销甲兵，民绝横死无苛征。 

诗中首句的“庐陵周原”四字，说的无疑是庐陵县（今吉安县）

的一个地名，而且是一个能“掘得石炭”的地方。自古以来，吉安洛

市煤田范围内禾水全流域（即今吉安、永新两县境内）产煤的地方有

天河、安塘二处，而安塘煤炭发现较晚，因此，庐陵县的产煤地唯有

天河一处，即在现今天河镇洲源村的山上。 

洲源的煤炭开采历史较早。据高平、徐克勤编著的《江西西部地

质志》记载：“天河烟煤，发见甚早，相传明代已有人开采，证诸各

处老窿遗迹，似尚可靠。”1999年出版的《天河煤矿志》引用高徐所

言并加上一句“迄今有 300余年的开采历史”，以证天河烟煤开采历

史的久远（现在看来，刘崧诗可证天河煤炭开采时间至少可提前 300

年至元末）。该志还记载：民国六年（1917），有肖瑜等人在洲源黄

茅山南坊坳、南坑盆形山、双山屳、双山牛角屳等地点开办的煤炭公

司有好几家。民国二十六年（1937），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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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联合筹备创办的天河煤矿即建设在洲源村的地界之上。这一官方

煤矿的创办为天河煤炭新法开采之滥觞。 

至于现今吉安县的洲源与彼时刘崧所言的“庐陵周原”是否为同

一地点，我找了半月也未发现有可靠的史料可证，在此不敢妄加断言。

然而，我们与其过于纠缠“庐陵周原”究竟在何处的问题，不如去深

入探究一下这首诗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来得更有意义。 

刘崧的这首《石炭行》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以“石炭”为

标题的第二首古体诗。北宋时期苏轼(1037～1101)知徐州时为化解燃

料危机而遣人四处寻找替代能源并于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在彭城

(今徐州)西南白土镇发现了“石炭”并推广应用于冶铁与制造兵器等

方面。民众为此欢欣鼓舞，苏轼更加兴奋不已，因此以《石炭》为题

写诗一首，并于诗前赋一小引。它不仅是一篇优美的诗作，更是一份

珍贵的煤炭开发的历史文献，故而成为千古奇绝的一首咏煤歌。刘崧

的这首《石炭行》虽然不是专对煤炭的礼赞，也没有苏诗的豪迈气象，

但是它反映了元末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的现实，也体现了诗人悲天悯

人的情怀。其文学价值自不待说，仅从煤炭史学角度上讲，它为世人

再现了一幅“庐陵周原”挖煤图，为中国煤炭开采史提供了又一个新

的珍贵的书证。 

自南宋末年至明朝末年，大约有三四百年光景，难见诗咏书载江

西煤炭诸事的书证。而今胡老发现的刘崧这首《石炭行》正好填补了

这一档空白。元朝历 98年为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族文人万马齐喑。

刘崧在世 61年，其中在元 48年未出仕，在明 13年为官 10年。洪武

三年（1370）远离家乡入仕明朝，改名为崧。这首《石炭行》究竟作

于何时，一时难以考证，或可推算在元末，恐无很大出入。其时江西

战乱频仍，刘崧携家避祸山林，隐居多年，其中在禾水边的庐陵流江

寓居三年，其间溯洄而上，至永新夏阳访汤子敬，并同游梅田洞。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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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时称刘楚）于戊申年（1368）九月六日写下《游梅田洞记》追记

斯游。刘崧此行必经天河，一路见闻，写下此诗应是合乎情理的。 

在刘崧这诗之前，不管是志书记煤，还是诗词咏煤，大多数是片

言只语，有的甚至只是提及了煤炭而已，像刘崧这样以“石炭”为题、

通篇写“掘炭”、满纸悯“乡夫”、有叙又有议的一首歌行，除东坡

之外，无出其右者。单从煤炭开采的角度而言，这首《石炭行》在煤

炭开采技术方面较之东坡《石炭》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量的确更多。

首句是说“庐陵周原”山貌突兀，草木不生，暗指其下含煤层。“何

年下掘得石炭，劫灰死凝黑龙骨”，是写在此处开采煤炭已有相当长

的历史了。“十年兵兴铸鍊多”一句，不仅交待了元末江西战乱频仍、

历时十年的时代背景，而且还写到煤炭的主要用途是冶铁、“铸鍊”

（制造兵器）。“斸深掘远不知返，土囊砑空忽崩反”，则更形象地

写到煤窑的开凿方式是往深处挖、向远处掘，乡夫需入地道才能挖着

煤炭，而且在“深挖远掘”过程中时有冒顶事故发生，从而发出“十

人同入几人归”的感叹。这种在此之前的煤炭诗文中恐怕鲜有人提及

的、会断送性命的井下事故，比起“乡夫如鬼入地道，鞭血哭泪交滂

沱”所描绘的无比艰辛和备受欺凌更加可怕。“接绠篝灯出牵挽”一

句，是写井下照明靠的是“篝灯”，往返出入“地道”靠的是用“接

绠”引路或助力。从刘崧笔下所描绘的这幅“庐陵周原”挖煤图看得

出所用的是土法开采，字里行间透露出乡夫“掘炭”的艰难，甚至危

险，并受尽层层盘剥，即如“千包万秤严征科”所言也。 

刘崧这首《石炭行》在历史长河中竟然沉寂了 600余年，但这次

被新发现出来，理应重新评价其在江西乃至中国煤炭开发和利用史上

应有的地位。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