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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志》（2012-2020）印刷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志》编纂委员会编。编委会主任马乡林、崔

义，副主任李福平等 7人。主编高智杰、副主编张艳涛。执行主编刘

文权、王广，执行副主编汪宏、孙卓龙。编委屈翠霞、陈龙涛等 7人。

2023年 4月印刷。精装，16开本，785页。 

该志前有彩照、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后有附录、编纂始末。

分为公司治理、资源勘查、煤矿建设、煤炭生产、安全工作、改革改

制、企业管理、非煤产业、科教卫生、环保与节能、党的建设、工会

与共青团、企业文化、后勤保障、人物与荣誉、单位简介等 16篇。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分公司志》

（2012-2021）印刷 

2022年 3月，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分公司

（以下简称韩城分公司）编纂的《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韩城分公司志》印刷。 

该志书设为 10篇 30章 103节，共计 50余万字，采用述、记、志、

传、图、表、录等体裁，由卷前照、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正

文、索引和编纂始末等部分组成。通过矿区环境、经营管理、运销管

理、煤炭营销、质量价格、党群组织、荣誉、规划与管理办法、先进

人物等篇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韩城分公司自 2012年到 2021年建企

10年间改革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历程，客观总结了一个煤炭

运销企业 10年间的营销业绩和成功经验，是一部韩城运销人砥砺奋进、

团结拼搏的创业史、奋斗史和光荣史。 

该志书的编纂是在韩城分公司成立 10周年之际决定的。编纂工作

得到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纂委员会、编纂办公室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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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等机构，组建由专兼职人员组成的编纂队伍。为了如期完成志书

的出版，编纂人员夜以继日，辛勤耕耘，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撷取最

准确的资料，从亲历者的口述中填补散佚遗失的历史段落，尽量做到

方方面面完整呈现，先后完成资料收集、长编汇集、初稿撰写、志稿

总纂、内部评审等工作流程，数易其稿，终成一部凝聚各方力量、集

成众人智慧、凝结编纂人员心血 

谈及修志的初心时，韩城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罗琎说：‚回

溯往事，让人留恋，那珍贵的记忆里，印满了运销人的汗水和足迹、

拼搏的身影和不凡的业绩。展望岁月，令人感慨，走过的每一个日子

里，都有运销人风雨中的跋涉和酷暑严寒中的坚守，每一寸光阴里都

写满运销人不懈奋斗的浩歌。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把运销人的经历和

经验总结成书，编纂成志，在传承文明、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中发挥

重要作用！‛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该书的出版，清晰展现了韩城分公司的发

展脉络，填补了分公司在志书方面的空白，将为分公司回顾总结历史、

传承企业文化、助力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煤炭史事寻踪 

你知道“特别能战斗”精神的由来吗？ 

一、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提出 

各种历史文献表明，最早提出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这一论断

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 1925 年 12 月 1 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这篇著名文章（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在论述产业无产

阶级状况时，特别指出: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

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

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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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

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

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

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

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在上述分析的最后，明确提出了，包括煤矿工人在内的工

业无产阶级‚他们特别能战斗‛这一著名论断。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第一，这一论断是从产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以及所处的重要地

位这一基础上得出的。他明确指出，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各阶级中，

处于重要地位，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这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

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重要思想。 

第二，这一论断是从对工人阶级特点的分析得出的。他认为‚他

们特别能战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组织的集中‛，由于集中而

力量强大；二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

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剩下两只手‛，一无所有，因而阶级觉悟最高，

斗争最坚决，革命性最强。 

第三，这一论断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四年来‛所领导的罢

工运动，特别是开滦、焦作煤矿罢工所表现出的斗争力量这一事实得

出的。毛泽东特别指出，开滦煤矿与焦作煤矿工人在大罢工中表现出

强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使反动统治者闻之胆寒。 

文中提到的开滦煤矿大罢工是指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

于 1922 年 10 月举行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他们成立了‚五矿工人

联合会‛‚五矿同盟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罢工指挥部‛，发表

了《同盟宣言》，并通电全国。从 10 月 23 日 6 时起，数万矿工停止

工作，集会、呐喊，‚矿工俱乐部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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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下，矿工们毫不退缩，并组织‚开滦五大煤矿罢

工工人代表请愿团‛到北京‚总统府‛‚参政两院‛‚内务部‛请愿。

这种情况下，矿方答应了矿工的部分条件，罢工坚持了 27天后复工。 

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是指 1925年 7月爆发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

大罢工‛。当年 7月 9日凌晨，焦作煤矿的王封、李封等矿的 6000余

名矿工举行反帝总罢工。顷时，锅炉熄火，绞车停转，煤矿陷于全面

瘫痪。召开了焦作煤矿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焦作煤矿工会章程》，

发表了《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成立了煤矿工人纠察团。焦作煤

矿反帝大罢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纷纷声援支持，捐款捐

物。尽管反动派与矿方想尽一切办法予以破坏、镇压，但罢工工人不

屈不挠，毫不屈服退缩，坚持 8 个月之久，终于取得了罢工的完全胜

利。工人们高呼‚工人胜利万岁‛‚工人阶级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在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正是凭着对煤矿工

人的深刻了解和深厚的感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锐利眼光，以开滦

和焦作煤矿罢工为实例，提出了‚他们特别能战斗‛这一论断。 

第四，‚他们特别能战斗‛并非专指煤矿工人。这个‚他们‛还

包括铁路、海运、纺织、造船等行业的产业工人。因而，除煤炭行业

外，一些行业和单位也使用‚特别能战斗‛这一提法，但是使用‚特

别能战斗‛一语最多、最普遍，且使之成为行业精神的只有煤炭行业。 

二、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在全国叫响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在 1925年提出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

这一论断，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至 1973年的

20 多年间，各类资料中，并没有见到使用‚特别能战斗‛这一提法的

情况。直到 1973年 12月 18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他们特别能

战斗——记开滦煤矿的革命矿风》的长篇电讯通稿之后，煤矿工人‚特

别能战斗‛才在全国范围叫响。 



6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煤炭行业受到巨大冲击，煤炭产量急剧

下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1967 年 8 月，党中

央、国务院发出了《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号召煤炭工人

努力生产，为国家为人民生产更多的煤炭。开滦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党

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千方百计多出煤，

1968年春节不放假，三天出煤逾 11万吨。开滦职工代表还到北京给国

务院报喜。1968年比 1967年多产煤 214万吨，占全国煤炭增产总量的

六分之一。此后开滦职工开展学大庆和劳动竞赛，大搞老矿挖潜，提

出产量翻番的雄伟目标。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大干、苦干、巧

干，努力超产，至 1973 年底，开滦煤炭产量达到 2012 万吨。周恩来

总理表扬开滦煤矿工人为国家‚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 

开滦煤矿职工这种听党话、跟党走，顾大局，为国出力的担当精

神与骄人的业绩，不仅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而且引起

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关注。 

据开滦集团党委副书记张雨良主编的《他们特别能战斗》一书（新

华出版社，2018年 7月）介绍：‚1973年冬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

长刘方辰和资深记者李正杰到开滦采访，组织报道……。新华社的同

志深切感到，开滦工人有一种很可贵的精神。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全

国到处忙于搞运动，可是开滦不仅一天没停产，而且煤炭产量‘翻一

番’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于是决定要写一篇有分量的报道，把这种

精神宣传出去。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在讨论中说了很多，好像都概

括提炼不出开滦工人这种战天斗地的气概。这时一位同志找来了《毛

选》一卷，他记得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提

到 1922年的开滦工人运动。当看到毛泽东还列举了包括开滦和焦作煤

矿等地罢工斗争，进而再分析中国无产阶级特性时，有这么一句：‘所

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经过新华社和开滦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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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稿子很快就写好了。最后新华社 1973年 12月 18日发出电讯稿

《他们特别能战斗——记开滦煤矿的革命矿风》。‛ 

12月 1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臵刊载此文，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予以转播。《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媒体纷纷转载。由于

其标题用的是毛主席的话，这本身就具有权威性和强大的号召力与推

动力量，这篇文章立即在煤炭行业引起了极大震动，广大煤矿工人受

到了鼓舞，并以此而自豪。在全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华社的长篇

报道，使得毛泽东在 1925 年 12 月提出的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这

一论断，在过了 48年之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与推开，得到了全

国人民的认同。 

由于此事起于开滦，开滦职工对‚特别能战斗‛这一论断倍感亲

切，具有特殊的感情。开滦党委以此为契机，把‚特别能战斗‛作为

开滦煤矿的企业精神，作为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好抓手，采取各种措

施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弘扬。并组织编写了《他们特别能战斗（报告

文学集）》，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74 年 11 月出版，18 万字，

收入开滦煤矿‚特别能战斗‛的英雄个人与集体的 15篇报告文学作品。

此书一出版就在煤炭行业及全国引起高度关注，供不应求，于是在 1975

年 6月再次加印，书名改为《他们特别能战斗——开滦报告文学集》，

封面设计亦有所变化。 

三、‚特别能战斗‛作为全国煤矿职工队伍建设的目标与响亮口

号 

1975 年煤炭工业部恢复。面对全国煤炭紧缺的局面，怎样把煤炭

生产搞上去，扭转被动局面？时任煤炭部部长徐今强认为，关键在于

全国煤矿工人都应该像开滦矿工那样，成为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要做

到这一点，必须抓住煤矿的‚头面人物‛，头是掘进头的头，面是采

煤工作面的面。采掘队长就是这‚头‛‚面‛上的关键人物。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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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面人物‛特别能战斗，就能带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矿工队伍，

就不愁不出煤。于是部党组决定召开 5000人出席的全国煤矿采掘队长

会议，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召开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的通知提前三个月，即 8 月 1 日就发

了，目的在于号召全国煤炭职工‚立即行动起来‛，以战高温、多出

煤、创水平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的召开，‚带着自己的成绩到北京接

受大会的检阅‛。此外，会前煤炭部还派出多个工作组，抓典型，总

结经验，为开好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会开幕式于 10 月 30 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11 月 7 日中央领导

接见全体代表和 11月 11日闭幕的两次大会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

5000 多名煤矿采掘队长乘上百辆大轿车，一辆接一辆，浩浩荡荡经过

天安门，列队进入人民大会堂。长年战斗在煤矿井下的矿工，能到北

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是平生第一次。有的说‚做梦也没想到‛。

就连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一看进来了这么多煤矿工人，也非常吃

惊。 

10月 30日，大会会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学大庆，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

斗队伍而奋斗‛的巨幅标语。会上表彰了 300 多个‚特别能战斗‛的

先进单位，树立了十面红旗。徐今强部长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学大庆，

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引

用了毛泽东关于‚他们特别能战斗‛的论述，全面阐述了建设‚特别

能战斗‛队伍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国煤矿‚必须花最大的力气‛‚努

力奋战‛‚甩开膀子干‛，把几百万煤矿工人，建设成为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每个队都要成为‚特别

能战斗‛的队，每个煤矿工人都要成为‚特别能战斗‛的战士。徐今

强还提出了特别能战斗队伍的 7条标准和队伍建设的 10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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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能战斗队伍的 7 条标准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为革命挖煤的劳动态度；有吃大苦，耐大劳的革

命精神；有从严从细的工作作风；有敢闯敢创讲究科学的态度；有多

快好省的经济成果。 

特别能战斗队伍建设的 10条措施是：搞好党支部的革命化建设；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抓好；

培养一个革命的队风；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搞好班组工作；讲科学，

学技术，苦练基本功；抓典型，树标兵；关心职工生活；要有个规划。 

以上内容表明了煤炭部党组及部长徐今强对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

的高度重视和决心。报告提出的加强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的思路、目

标、标准、措施，具有战略远见，抓住了要害，切中实际，这些观点

和措施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务院对煤矿采掘队长会议十分重视。11 月 7 日中央领导同志在

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会上向十个红旗采掘队授了锦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做了讲话。全体代表通过了‚学习十面红旗，

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的倡议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

日报》等报刊分别做了大篇幅报道。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煤矿采掘队长带着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

托，满怀豪情地回到矿山。‚他们在车站、在地区、本企业几乎是受

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对于这次创纪录的会议，有人曾评价为‚以

特别能战斗精神，开了一次‘特别能战斗’的大会，作了一个‘特别

能战斗’的报告，叫响了‘特别能战斗’的口号‛。在当时‚四人帮‛

正在台上、还很活跃的政治环境下，煤炭部部长徐今强排除干扰，成

功召开这次会议，使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在整个煤炭行业叫响，

并叫响全国，而且会后顶着压力加以贯彻，这是需要有胆识、魄力和

勇气的，非常不容易和难能可贵的。他多病缠身，在病情恶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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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坚持到开滦煤矿视察，检查工作。在采掘队长会议过后仅仅半年

多，徐今强部长就不幸逝世，年仅 62岁。 

采掘队长会议之后，煤炭部大力推进特别能战斗队伍建设，在 1977

年 1 月召开的‚学大庆，赶开滦‛会议上，时任部长肖寒重申了建设

特别能战斗队伍的要求，明确要继续按 7 条标准、10 项措施的路子抓

下去。部里决定编印《他们特别能战斗》杂志。该杂志于 1976年 9月

创刊，由煤炭工业出版社编辑出版。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办刊宗旨：‚交

流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唱赞歌，为煤

炭战线的新跃进传捷报‛。此刊非常适合基层煤矿职工阅读。一出刊

就得到了广大煤炭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1976 年 9 月的创刊号印发 3

万册；到 1977年 7月就印发 8.1万册。 

煤炭部有关单位及基层煤矿，创作了一大批弘扬‚特别能战斗‛

精神的诗歌、小说和文艺节目。1976年中国煤矿文工团创作了歌曲《煤

矿工人特别能战斗》，其词、曲刊登在《他们特别能战斗》杂志创刊

号的封底上。《人民戏剧》1977 年第 1 期刊登了河北话剧团创作（杨

恩华执笔）的独幕话剧《特别能战斗》。话剧故事发生于 1976年 8月，

地点为‚唐山开滦向阳煤矿三号井旁‛。另一部话剧《他们特别能战

斗》由中国话剧团演出，王正、曹灿编剧。背景为‚1976 年某矿区及

特别能战斗采煤队‛。长春电影制片厂与开滦煤矿联合创作了《他们

特别能战斗》电影脚本。 

1978 年元旦，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

国锋视察开滦唐山矿综采工作面，并为开滦煤矿题词：‚向开滦煤矿

工人学习。你们不愧为毛主席表彰的‘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队伍。‛1

月 5 日，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委会和煤炭部在唐山召开‚开滦煤矿达

到震前水平庆祝大会‛。1月 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向开滦工人

学习，高速度发展煤炭工业》的社论。社论指出：‚向开滦煤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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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首要的是学习他们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煤炭部于当年 1

月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群英大会。会上，开滦煤矿党委介绍了《发扬

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的经验。煤炭部做出了

掀起向开滦矿工学习新高潮的决定，命名了 36 个劳动英雄，320 个劳

动模范和 236个特别能战斗队组。 

四、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光荣绽放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

精神继续光荣绽放，被赋予新的内涵，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色。 

1.开滦煤矿和焦作煤矿带头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 

开滦煤矿一直把‚特别能战斗‛作为企业精神。‚特别能战斗‛

精神在 2010 年被评为‚新中国 60 年最具影响力十大企业精神‛。在

开滦煤矿及所属单位办公楼都有‚特别能战斗‛的显著标志。开滦博

物馆以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作为办馆宗旨之一，收藏、展示了大量有

关‚特别能战斗‛的文物与资料。开滦党委多次举办体现弘扬‚特别

能战斗‛精神的活动、展览，召开各种会议，树立了不同类型‚特别

能战斗‛的典型。2014年 10月举办了‚他们特别能战斗——开滦企业

精神风采展‛。开滦党委组织编写了《他们特别能战斗》一书。该书

由开滦集团党委副书记张雨良主编，2018 年 7 月新华出版社出版，51

万字，封面印有开滦三代英雄矿工‚世纪追梦‛的雕像。该书记述了

开滦矿工在‚特别能战斗‛精神鼓舞下，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

一个又一个新成就。 

焦作煤矿一直把‚特别能战斗‛精神作为企业的传家宝、推动企

业两个文明建设的前进动力。焦作煤业集团党委在精神文明建设、党

的建设中始终把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

通过典型引路，弘扬劳模事迹，使‚特别能战斗‛精神的红色基因传

承下去。2018 年 6 月，焦煤集团党委宣传部摄制了专题片《特别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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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精神永传扬》。此片形象再现了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

在战火中孕育，在发展中传扬的历史过程。焦作煤业集团史志编纂委

员会编写了《焦作煤矿与特别能战斗精神》一书。 

焦作煤业集团王封矿西大井是当年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的发生

地。在西大井遗址上，已建成‚他们特别能战斗‛教育宣传基地，河

南省、焦作市和焦煤集团的红色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打卡处。西大井

建筑物上高立着‚特别能战斗‛几个大字。当年大罢工的众多文物、

遗迹，使人们感受到‚特别能战斗‛精神的丰厚底蕴，全国各地参观

者络绎不绝。2020年 11月 26日，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档案局、

河南省档案馆主办，河南省电影电视制作集团、中州古籍出版社协办，

以反映焦作煤矿大罢工为主题的‚他们特别能战斗‛大型文献专题片

启动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该片拍摄取景地之一就在焦作

煤矿西大井。 

2.原煤炭部、原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积极推进‚特别能战斗‛职

工队伍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煤炭部针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提出‚在

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坚持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时任部长高扬文

要求丰富和深化‚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内涵。1981年 11月他提出建设

队伍要发扬三种精神，即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扎扎实实、埋

头苦干的精神；为煤炭工业献身的精神，并明确提出开展‚七光荣，

七反对‛的教育。1983 年 3 月，召开了煤炭工业劳模大会。高扬文在

报告中指出，‚煤炭职工队伍的鲜明特色，集中起来就是‘特别能战

斗’‛‚这些光荣传统和特色集中体现在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身上‛。

为此，他提出‚按照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的形象，建设献身煤炭事业

的产业大军‛。在 1985 年 11 月召开的煤炭工业劳动模范大会上，时

任煤炭部部长于洪恩作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建设一支四有的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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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煤炭事业的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的报告。 

1988 年，煤炭部撤销，成立了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公司高度

重视职工队伍建设。1989 年，总公司召开了‚学习劳动模范、先进集

体电话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向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学习，弘扬煤

炭职工‚特别能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胜

利。1990 年初，时任总经理胡富国提出全面推进‚特别能战斗‛的职

工队伍建设的思路，要求队伍建设必须抓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有一

个好班子，抓好队伍的龙头；二是建设以六好为标准的双文明区队；

三是有一个好矿风，开展学习石圪节活动。1990年 5月 11日，总公司

党组与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党委、中国地方煤矿联合经营开

发公司党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建设的

意见》。为响应总公司党组的号召，煤炭战线 46名劳动模范和十面红

旗队组代表向全国煤矿职工发出了‚创建六好区队，争当四有矿工，

建设特别能战斗队伍‛的倡议书。1990 年 7 月，参加全国青工技术大

比武的 161 名代表，向全国煤矿青年职工发出了‚继承特别能战斗光

荣传统，争做新一代四有矿工‛的倡议书。1991年 11月总公司党组决

定为煤炭战线的马六孩、侯占友、郝晓明、丁百元、李瑞、王竹泉、

节振国等 7位英模人物塑造铜像，摆放在中国煤炭博物馆。 

1993 年煤炭部恢复后，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特别能战斗‛职

工队伍建设，加强六好区队建设，并对如何加强和深化‚特别能战斗‛

队伍建设进行了理论研究探讨。1995 年 1 月 5 日，时任部长王森浩在

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作了题为《发扬特别

能战斗光荣传统，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夺取煤炭工业改革和现

代化建设的新胜利》的工作报告。煤炭职工队伍建设向更高的层次发

展。 

3.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把‚特别能战斗‛定位为煤炭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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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对于弘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具有深

刻的认识和政治自觉。煤炭工业协会党委和协会主要领导一直强调‚特

别能战斗‛精神是煤炭行业精神，是煤炭行业的宝贵财富，是煤矿的

传家宝，一定要继承下去，发扬光大。2007年 9月 28日，在煤炭行业

劳模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作了题为《弘扬

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为煤炭工业健康发展建功立业》的

报告。2014年 10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开滦召开了‚煤炭工业企业

文化建设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推广开

滦以‚特别能战斗‛为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经验，参观‚他们特别能

战斗——开滦企业文化风采展‛。此外，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坚持定期

召开煤炭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宣传他们‚特别能战斗‛

的风采。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刊《中国煤炭工业》杂志上多次刊登

有关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的经验和事迹材料，刊发理论探讨文章，

使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从 1925 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他们特别能战斗‛这一

论断，到 1973 年 12 月把开滦作为‚特别能战斗‛典型推向全国，到

1975 年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把‚特别能战斗‛精神作为全国煤矿职

工队伍建设的目标与口号，在全国叫响，再到新时代‚特别能战斗‛

精神得到更深刻的赓续传承，光荣绽放，充分说明了‚特别能战斗‛

精神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与党的前进脚步是相一致、一脉相承的。‚特

别能战斗‛精神反映了煤矿职工的阶级本色，是对煤矿工人精神特质

的生动而准确的概括，是我们煤矿人的红色基因，是促进煤炭工业发

展的不竭动力与红色资源，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久兴不衰，历久弥新。 

‚特别能战斗‛精神万岁！（吴晓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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