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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湖南省煤业集团志》通过终审 

2024年 1月 5日，《湖南省煤业集团志》评审会议在湘煤大厦召

开，经过与会专家的评审，《湖南省煤业集团志》通过终审。 

会议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主任、副总纂陈昌主持。 

《湖南省煤业集团志》编委会副主任文仕秋致欢迎辞。 

《湖南省煤业集团志》主编涂湘明对志稿作简要说明。 

 评审组成员对《湖南省煤业集团志》送审稿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达成终审意见：湖南省煤业集团党政领导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责任承

担意识，依法修志，落实任务，精准推进。编纂人员认真负责，勤恳

敬业，克服困难，各部门和所属单位密切配合，圆满地完成了送审稿

的编纂任务。《湖南省煤业集团志》全面记述了 2006-2022年湖南省

煤业集团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送审稿观点正确，体裁齐全，结构合理；

地域特色、时代特色、企业特色鲜明；资料翔实，记述准确，语言朴

实，行文规范。符合志书编纂规范。希望编纂人员认真研究评审组和

有关方面的意见与修改建议，举一反三，按照志书编纂规范，对志稿

进行认真修改和完善，使高质量的《湖南省煤业集团志》早日出版。 

《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志》（2006—2022）结构基本分为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卷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遵循“事以类

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依次设臵公司治理、

煤炭产业、非煤产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改革改制、经营管理、

科技与信息化、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会与

共青团共十一篇，人物与荣誉、单位简介不设篇，卷末设附录和编纂

始末。120万字，编纂历经半年。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解

宏绪讲话。他强调，编纂《湖南省煤业集团志》，要注意与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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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湖南煤炭工业志》衔接。修改志书要做好分工，同时要抓好总纂

工作，做好统稿工作。祝愿《湖南省煤业集团志》成为一部精品志书，

并早日出版。 

评审组成员河南省煤炭学会理事长陈党义、《陕西煤炭工业志》

副总纂党德民、《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文献委主任科员陈振，应急管理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罗秀全、编

辑武鸿儒，《湖南省煤业集团志》编辑部成员出席了会议。（刘俊明） 

▲回顾与建议 

2023 年煤炭史志工作回顾与 2024 年工作建议 

中国煤炭学会史志委 

2024年 1月 9日 

2023年是新冠疫情结束后各项工作恢复的第一年，也是中国煤炭

学会史志委换届后的开局之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总要求，积极推进煤炭史志各项工作。

各位委员在各自工作单位和岗位上，为推动煤炭史志工作发挥了重要

带头和促进作用。应急管理出版社（原煤炭工业出版社）作为史志委

支撑单位也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现简要回顾如下： 

一、2023年煤炭史志工作情况 

第一，组织委员参加政治学习。 

去年初，按照中国煤炭学会要求，史志委成立了党小组。组织部

分委员参加中国科协举办的“党的二十大精神线上培训班”，认真学

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重要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参加学

习的同志都拿到了结业证。按照协会和学会党建工作安排，委员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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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各自单位组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活

动。活动中重点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全面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习近平著作

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增强了党

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 

第二，做好煤炭第二轮修志收尾工作。 

1.经过协调和各方努力，《吉林煤炭工业志》《内蒙古煤炭工业

志》《江苏煤炭工业志》等省级志书顺利出版。 

2.在中国煤炭学会、中国煤炭工业机械协会和中国煤炭加工利用

协会相关人员努力下，完成了《中国煤炭科技志》《中国煤炭机械工

业志》和《中国选煤志》编纂。 

3.煤炭第二轮志书共编纂完成包括 27部省级煤炭工业志、8部专

业志、事业单位志 7部，我们将已出版的志书赠送给国家图书馆、首

都图书馆、中国方志馆、煤炭工业档案馆，作为永久保存，并陆续向

各省《煤炭工业志》编委会赠送了配套的样书。 

4.主动收集整理煤炭工业第二轮编纂志书的电子版，并做好保存，

为煤炭史志馆的馆藏数字化做好基础工作。 

第三，完善煤炭史志委工作机构。 

按照中国煤炭学会要求，2022年 11月，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完成

了中国煤炭学会煤炭史志委的换届工作。2023年，史志委秘书处召开

了两次办公会议，制定计划，研究措施，积极开展各项工作。2023年

9月，根据工作需要，新吸纳了 4名委员和补充两名副主任委员。河南

煤炭学会和陕西煤炭学会也分别成立史志工作机构，对全省煤炭行业

史志工作进行指导和推动。秘书处与支撑单位——应急管理出版社密

切配合，主动推进系列志书的出版工作。 

第四，推动煤炭企事业单位编史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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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实施国家名志文化工程的

要求，积极推进《中国煤炭名矿志》（名企志）系列的编写工作，该

系列包括红色煤矿、历史悠久煤矿、产能先进煤矿和获得各类荣誉的

煤矿等。陕西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其中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志、北元

化工集团志成为首批中国陕西名矿志和煤化工名企志。另外，河南积

极推动永煤集团城郊、陈四楼等煤矿编纂名矿志。 

2.组织专家对《川煤集团志》《湖南省煤业集团志》等编写大纲

和《中国选煤志》《北元化工集团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咨询中心

志》等志书进行评审。 

3.督促协调《平煤神马集团志》《龙矿集团志》《陕西北元化工

集团志》《浙能集团长广煤炭公司志》《神火集团志》《扎赉诺尔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志》《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分

公司志》《淄博矿业集团志》《龙煤鹤岗矿业公司志》等企业志书如

期出版或印刷发行。另有各单位组织编纂的《中国矿产地质志•煤炭

卷》、焦作煤矿历史资料《中福档案汇编》（30册）、《华北科技学

院史》陆续出版，《乌达能源公司党建史》已交付印刷。 

4.积极推进《徐矿集团志》《彬长矿业集团志》《焦煤集团赵固

一矿志》《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分公司志》《蹬

槽集团奋进 50年图文志》《龙煤鹤岗矿业公司志》以及《中国共产党

双鸭山矿区党史资料》《陕西省煤炭学会大事记》《中煤特凿公司志》

编纂工作。为《中国煤炭学会大事记（1962-2022）》《中国煤矿矿难

纪年（2001-2022）》编纂提供了资料。为第三部《中煤平朔集团公司

志》编纂提供讲课培训服务。 

5.积极推动《神木市煤炭工业志》编纂筹备工作。 

第五，圆满完成《总目提要》等重点图书编纂。 

1.经过 5年不懈努力，完成《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编写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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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完善，于 2023年 10月正式出版。 

2.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委托协调、中国矿业大学组织编纂的《中

国工业史•煤炭卷》（300万字）顺利出版。 

3.《新中国煤炭工业简史（1949-2022）》、《新中国煤炭工业大

事记》（1949-2022）完成编写，进入出版程序。 

以上重点史志图书的编纂完成和出版，标志着第二轮修志中编史

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六，做好煤炭史志委承担日常工作。 

1.按照协会领导要求，完成《中国煤炭工业大事记（2022）》的

编纂及《中国煤炭工业大事记（2023）》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2.积极发挥“煤炭史志网”《煤炭史志简讯》》的宣传和史志工

作交流的作用，编辑了 12期《煤炭史志简讯》，网站发稿 60余篇。 

3. 史志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23个省级煤炭史志微信群进行

规范管理和正确引导，确保史志工作方向不走偏。2023年，大家在这

个平台上交流史志工作经验，发送煤炭史志方面文章和信息 100多篇，

对交流信息，经验互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较为活跃有北京煤炭史

志群的吴晓煜、陕西史志群的刘邦斗、江西史志群的胡尘白等，他们

大多是八九十岁的老同志，长期热爱和从事史志工作，辛勤耕耘，著

作等身，为煤炭史志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令人敬佩！河南史志群

的张嘉林的《印记焦煤 125年》连载近一年，对焦煤的悠久历史进行

持续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2024年史志工作建议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也是煤炭史志委成立 20周年，是

煤炭史志工作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 

一是继续加强史志委的组织和队伍建设。史志委从成立以来，团

结带领史志人凝心聚力，踔厉奋发，为煤炭行业编史修志，取得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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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的成果。根据大家建议，在今年的全国煤炭史志工作会议上，我们

准备为煤炭史志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者颁发终身成就奖。 

新的一届史志委队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充实，特别是注意在

省级煤炭集团和基层单位中发展委员。另外，史志委要履行好作为煤

炭史志工作的组织者、协调者、推动者和指导者的职责，充分发挥各

省煤炭协会（学会）以及各单位史志专家队伍的优势，为企事业单位

提供史志方面的优质服务。 

二是推动煤炭企业史志工作深入持久开展。煤炭企业是煤炭工业

的主体，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历史悠久、世界著名、在

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煤矿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史志工作在许多时候

和许多单位虽不是一份显要，但却十分重要工作。大多数企业重视文

化建设，但史志工作发展还不平衡和不充分。有些单位领导对修志工

作认识还不到位，缺乏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有些单位应该修志

而迟迟未动，或工作很难推动。在修志的覆盖面上还有空白领域和空

白单位。下一步，史志委将在全覆盖上下功夫，将修志工作向基层延

伸。抓紧完成《川煤集团志》《义马矿业集团志》《徐矿集团志》和

《中国煤炭科技志》等志书的评审和出版工作。 

三是举办交流培训活动，提高史志工作者业务水平。目前，全国

处于第二轮修志工作基本结束，第三轮修志还处于筹备阶段，史志工

作进入相对的“淡季”。我们要从推动煤炭企业从编纂大事记、年鉴

入手，加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做好人才和资料的储备，为煤炭行业

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打好基础。2024年，针对各单位对编纂年鉴和大

事记的需求，不定期举办企业年鉴和大事记编纂座谈会和培训班。 

四是积极推动《中国煤炭名矿志》的组织发动。史志委把组织和

发动各煤炭企业编纂《中国煤炭名矿志》作为 2024年的重点工作，落

实抓好。为著名煤矿修志写史，为矿工树碑立传，不仅符合二十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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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是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历史智慧，鼓舞教育几百万矿工，促进

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陕西、河南煤炭学会史志委对名矿

(企)志编纂进行了规划，做到统筹安排，精准推进，务求实效。力争

各有十部名矿志问世。以此为抓手，推进各项史志工作前进。 

五是召开煤炭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三馆）等座谈会。我国

是煤炭生产和使用大国，煤炭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煤炭职工贡献煤炭超过 1000亿吨。随着地下煤

炭资源枯竭和国家去产能的要求，大批矿井已经或面临关停，如何发

挥现存煤炭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的作用迫在眉睫。从红色教育和

工业旅游角度出发，将三馆开发为教育基地，是一种新的探索和路径。

山西大同、河北开滦和井陉、河南焦作等老矿区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

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史志委拟召开煤炭

三馆经验交流会，充分发挥他们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扩大宣传，

增加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煤炭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六是做好史志委日常服务工作。自 2012年“煤炭史志网”开办和

《煤炭史志简讯》发刊以来，栏目设臵和版面设计不断改善，创办一

网一刊的目的是宣传史志工作的重要意义，报道煤炭各级领导对史志

工作的关心和指导，反映煤炭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编史修志的进展情况

和取得的成果。截至去年底，《煤炭史志简讯》已累计出版 172期，

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煤炭史志工作发展历程和现状，发布了大

量煤炭企业修志信息。希望大家继续予以支持，积极投稿和提出改进

建议。史志委秘书处的同志要积极深入基层调研，掌握第一手信息，

为煤炭行业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