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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辽源矿业(集团)公司积极推进公司志编纂工作 

盛世修志，功在千秋。《辽源矿业（集团）公司（辽源矿务局）

志（1989～2020）》历经 10余载的编修，终于迎来了即将成书的高光

时刻。 

这部志书的编修工作起始于全国性第二轮修志的 2007年，原计划

继《辽源矿务局志（1911～1988）》之后，续编 1989～2007年辽源矿

务局（2005年 12月改制为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志书。公

司成立了志书编纂委员会，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班子

成员和公司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抽调政治素质好、政策水平高、熟

悉企业历史、文字功底强的人员到史志办公室工作，成立公司志编辑

室承担具体编辑工作。新购添臵了电脑和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参照《辽

源矿务局志（1911～1988）》篇章布局，结合新时期工作内容，为新

志书谋篇布局，设计出既有历史沿革性又有时代特色的志书大纲。制

定下发了《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志编纂续修工作指南》，

内容包括志书资料内容征集提纲、篇目设计及资料提供分工、志书质

量标准和行文规范。召开有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参

加的志书编纂工作会议，集团公司分管领导讲话，布臵具体工作任务，

全面启动为上级行业组织和地方政府提供第二轮修志所需史志资料，

为本单位续修志书征集史志资料并进行编修的工作。 

在编修工作中，史志办工作人员认真梳理各部门、各单位提供的

史志资料，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甄选重点内容精准入志。对存疑的

内容，与有关方面进行反复地甄别核对，减少失误。克服因年代久远、

机构变动、人员更迭等原因造成的资料难以收集的困难，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在尽量争取有关单位和部门鼎力支持的同时，到公司档案

馆等处，直接翻找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尽力不遗漏重要史料。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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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上级行业组织和地方政府提供第二轮修志史志资料任务的同时，

2015年、2018年，先后编修完成了下限为 2007年和 2010年两部志稿。

2021年，根据辽源矿业公司领导决定，再次将志稿下限延至 2020年底。

公司志编辑室在下限为 2010年志书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内容，校正数

据，斟酌修改文字等一系列工作，终于在 2024年 1月，完成了《辽源

矿业（集团）公司（辽源矿务局）志（1989～2020）》书稿。 

这部志书横跨 32年的历史阶段，内容涉及煤田地质勘探、煤矿建

设、煤炭生产、安全与环境保护、经营管理、多种经营、职工生活、

党群工作等各个方面。全书包括序言、凡例、概述、13篇志书主体和

附录等，共计 57章、227节、144.5万字符，收录照片 200余帧。从

不同侧面，全面、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辽源煤矿 32年的发展历程。 

志书以“序”开篇，带动全书；以“述”综述，浓缩了辽矿发展

概貌；以“志”为主，详述了企业改革发展，做强做大的历史及经验

教训；以“记”为辅，纵向记录了影响辽矿发展的大事、要事；以“传”、

“介”体裁，介绍了对企业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生平或简历，展现了

为企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干部和英模人物的精神风貌；以“录”

殿后，留存了对企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部分珍贵资料；图表随文穿

插，真实反映各项指标和工作情况，基本做到了“述、志、记、传、

图、表、录”七体兼备，令人一目了然。 

《辽源矿业（集团）公司（辽源矿务局）志（1989～2020）》，

自 2020年初开始，陆续完成了初审和复审工作，目前已经转入终审阶

段。辽源矿业公司下步计划重新调整充实志书编纂委员会，成立志书

终审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对修志工作的全面领导。动员各有关方面，

以对历史和后代负责的精神，重新审阅志稿，严格核准史实和有关数

据，精细查漏补缺，确保入志内容的准确无误，减少疏漏；删减部分

内容，尽力使志稿去除冗长，保留精华；对文字进行再度修改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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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行文规范流畅；筛选图片，制作彩页，努力使志书文图并茂。在

此基础上，联系出版单位，完成志书最终的出版发行，尽早让这部记

录着辽矿公司 32年发展历程的志书面世。（胡禹吉） 

▲我与史志工作 

修志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今年我已经退休 17年了。17年间，我有 10年的时间是在修志，

可以说，修志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2007年 6月，我刚从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退休，就被吉林省能源

局聘到史志办公室编纂《吉林省志(1986-2000)〃煤炭志》。 

能源局的史志办只有主任一个人，虽说是史志办主任，还兼管着

局办公室文秘等一摊工作。(2009年吉煤集团成立，他去任职，不再负

责修志工作)。确切地说，真正动笔修志的就是我一个人。 

到了史志办，我从头学起。先是学习领会方志委发布的有关修志

的所有文件，参阅各地修志的典型经验和作法，尽快地把自己的头脑

武装起来，把认识提高起来。进入搜集资料阶段后，首先查阅吉林煤

矿安全监察局档案馆馆存的 1986-2000年所有文书档案和资料，对此

作出计划，严格按计划执行，绝不拖延时间。两年多的时间，查阅完

15年间所有馆存档案和资料，重点内容记了两大本笔记。二是对各矿

务局(矿业集团)、所属事业单位报送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分

析，写出摘要。三是对一些不太清晰和明确的档案记录不全的内容，

采取走访有关当事人的作法，当面了解问清，保证资料内容的真实性。 

期间，珍惜修志工作的每一次学习机会。参加了省方志委举办的

志书主编(主笔)培训班，聆听了修志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虚心向有

经验的同行学习求教。由此，增强了修好志书的信心。 

2011年下半年开始了志书初稿的编纂。三年多的时间编纂完成了

初稿。按照《吉林省志书、年鉴审查验收办法》中“三审"的规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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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省能源局聘请省内煤炭系统专家对志稿进行初审。2015年 6月

15日-7月 28日，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7月 28日省

方志委组织召开煤炭志复审会，听取复审组成员对志稿的复审意见。

复审组认为：总体看志稿比较成熟，是一部质量较好的志稿，一致同

意志稿通过复审。经过认真修改完善后，并报经省方志委验收后，可

以送终审。按复审组意见修改后，2016年 4月 22日，报送省方志委终

审。2016年 5月 30日终审委员会同意通过终审。 

《吉林省志(1986-2000)〃煤炭志》于 2016年出版，全志十篇、

三十二章，53.4万字。作为这部志书的主笔，志书的每一篇，每一章，

每一节都浸透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承载着自己对吉林煤炭人的敬畏

和赞美之情。 

二、2015年 6月，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下发

的《关于续修<中国煤炭工业志>的通知》(中煤协会[2012]97号)文件

要求，牵头承担《吉林煤炭工业志(1991-2010)》编纂工作。自己是这

部志书的编纂人员，且任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副总纂。 

志书编纂过程中，《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煤

炭工业志》总篡吴晓煜莅临长春，并多次电话对编纂工作进行指导。

他编著的《修志指要》《史志论丛》等著述，成为我们修志的指导性

文献。 

有《吉林省志(1986-2000)〃煤炭志》的内容作为基础(省志〃煤

炭志中 1991-2000年的内容借鉴使用)，且 5人编纂，加快了志书的编

纂进程。2015年 11月-2016年 3月，历时 5个月，完成了《吉林煤炭

工业志 1991-2010)》初稿。初稿经初审、复审后的几次修改后，形成

终审稿。2016年 7月 26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组织评审

专家对《吉林煤炭工业志(1991-2010)》送审稿进行终审。会上评审专

家一致同意《吉林煤炭工业志(1991-2000)》通过终审。从 2016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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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自己和另一位编纂人员承担了对终审稿的修改工作。2017年

3月底，结束修改工作，提交出版社审查通过，付梓印刷。《吉林煤炭

工业志(1991-2010)》全志书十二篇，三十九章，91.7万字。 

自己在两部志书编纂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上级和有关部

门的表彰和奖励。2015年 2月，吉林省方志委发文表彰在志书编纂中

优秀人员，自己被评为志书编纂先进工作者，得到了"按优秀公务员奖

励标准给予表奖"的奖励。2019年 4月，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为"煤

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先进工作者"。 

回顾 10年的志书编纂工作经历，有很多感触。一是，修志丰富了

我的退休生活。俗话说：勤于动脑，老而不衰。修志让我规律生活，

勤于思考，让我有老有所为，为事业发光发热的成就感！二是，修志

人员要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更要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清贫，不图名利，孜孜不倦的努力，才能难中求进，秉笔

直书，客观地反映那一时代、那一辈人的精神风貌，才能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代！三是各级领导，对修志工作高度认识，认真落实"一纳入

"，"五到位"是志书编纂工作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杨永馥) 

躬身编纂煤炭志  皆为惠济后来人 

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我在湖南煤炭科学研究所从事科研管理。

1988年 9月底，所领导通知我国庆节后去省煤炭厅报道，参加省煤炭

志的编写。学矿山工程技术、十多年蹲在现场摸爬滚打，在 40刚出头、

并不甚明了全省煤炭工业发展概况者，仓促受命，乍入新行，诚惶诚

恐，确感力不从心。 

湖南煤炭志之编写，起步甚早，却步履维艰。早在 1959年 5月，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10周年国庆，湖南省政府成立以程潜省

长为领导的地方志编委会，组织各部门编纂地方志。湖南省煤炭局搭

建班子，收集资料，着手编写。但因编辑人员不配套，仅收集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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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时期的部分史料而草草收场。1980年，湖南再次组织编纂地

方志。是年 5月，省煤炭厅组建以副厅长梁保华为首的编委会，抽调 4

位老同志组成编写班子。稍后又陆续补充主管煤田地质的高级工程师、

省局的劳资财务处长参与省志的编写。后因梁副厅长病重，无法继续

领导此事，编写人员陆续流失，仅留两人守摊，煤炭志的编写处停滞

状态。至 1987年底，省煤炭志的编写大纲都未定稿。此一时期，省内

各兄弟部门的志书大都成篇，有的已印刷出版。湖南煤炭志的编写影

响了全省地方志的编纂进度。 

为此，省地方志编委主要领导数次与省煤炭厅领导探讨加快其编

写进度事宜，并转达副省长俞海潮关于方志编撰工作的指示。省煤炭

厅于 1988年 10月初再次召开煤炭志编纂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重新

组建省志编委会，省厅一把手为主任；推选刚退下来的原厅长李玉和

出任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并确定 59年即入湘的老处长为主编，

年富力强的孙林为常务副主编（大约 10个月后，老处长病体缠身，主

编改由孙林担任），负责编写业务与内外事务协调。会议之后，重新

选配人员，搭建编写班子；修改篇、章结构框架，安排编写进度，振

作精神，重整旗鼓。班子搭起，稍加培训，即按各篇设主笔人与业务

处室相结合的方式开始收集、梳理史料，试写资料长篇。自此起，湖

南煤炭志之编写有了转机。 

1989年 4月，《中国煤炭志》编委会筹备组召开会议，酝釀《中

国煤炭志》编纂事宜。按《中国煤炭志》编委会筹备组会议精神，湖

南着手《湖南卷》编写的准备工作。第二年 5月，中国煤炭志编委会

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后，湖南煤炭志办正式将《湖南卷》撰写纳入工

作议程，《中国煤炭志•湖南卷》与《湖南省志•煤炭志》同步交叉进

行。 

湖南煤炭志的编撰经诸位辛勤劳作，于 1995年 2月完成终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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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过程酸甜苦辣难以言表。开始，各篇、章都落实一位主笔人，经

较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后试写初稿，并与有关处室、部门沟通、听取修

改建议与意见，反复听取老同志的建议后，粗略修改。为提高编纂质

量，适当加快进度，编志办又成立以主编为首的三人总纂小组，在篇、

章主笔人完成初稿后，由总纂小组分头对初稿修改、加工，实质是对

初稿进行资料的重新裁剪、梳理和文字润色。湖南煤炭志（包括《中

国煤炭志•湖南卷》、《湖南省志•煤炭志》）的问世，编写组的同志

们收集、整理了上千万字的史料，写成初稿 135万字，前前后后 4次

打印，5次修改，白纸黑字，慎之又慎，恐为后人遗留不实之词，我们

尽心尽力了。在电脑尚未大量使用，老同志亦大都对其操作不熟练的

时段，全靠一笔一划，躬身纂写，工作量可谓大矣！上世纪 90年代初、

中期，经济大潮奔涌，一切向钱看似乎成为时髦。而参与修志的同志

们却选择了枯燥、单调而又艰辛的爬格子的工作，在机关往往被误为

是边缘化的事，其中的滋味多少有些酸楚。尽管如此，参与修志者皆

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潜心笔耕，只有档案工资，没有奖金，常为之

加班加点。我们懂得：修志写史，功在当代，惠济子孙。能为湖南历

史上第一部真实、系统地记述其煤炭工业发展变化轨迹地方志的编撰

付诸辛劳，为社会留下一笔宝贵史料，这是对国家、对党和人民事业

的一份奉献。 

此次修志，是政府发动并组织的一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建设

工程。为使省志能系统、全面、准确地记述全省地煤炭工业生产发展

变化的方方面面，省煤炭局布臵全省企、事业单位都安排修志。可是，

由于往日省志的编写没能抓紧，已不可能待基层志书完成后再来写省

志，只能采取上下联动、互相配合的方式进行。在省局的安排、督促

和业务指导下，省属三局（涟邵、资兴、白沙）、三矿（煤炭坝、谭

家山、辰溪）六厂（株洲洗煤厂、省煤矿机械厂、湘潭煤机厂、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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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机厂、邵阳矿灯厂、169厂）及 13个地、州、市煤炭局都编写了煤

炭志。省局编志办皆对他们的志书文稿予以审定。此次修志可谓收获

满满，成果丰盛 

此次修志，单就我们这届写作班子而言，踏踏实实地干了六年。

算上前面几届班子的工作基础，湖南煤炭志撰写、编辑至少花了 15年

的时间。 

完成煤炭志编纂任务后不久，国家煤炭工业的管理体制、机构和

职能发生重大变化，我受命出任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技术装备处长，

专注于安全监察事宜，直至退休到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专家工作部。

2016年后，中国煤炭志编委会启动第二轮修志。受体制变化后职能调

整影响，二轮修志的牵头单位迟迟未能确定。经吴晓煜司长多次协调，

最终落实到煤矿安全监察局一方，省煤炭管理局配合。此后，选配人

员，搭建写作班子，任命湖南安全职业学院副校长刘殿武为组长开始

工作。编写组数次邀我介绍第一轮修志的经验与教训；探讨近 20几年

来湖南煤炭工业发展变化之规律，以时为序，横排、竖写，既突出重

点，又展现特色，在符合志书体例的前提下，客观记述近代湖南煤炭

的闪光之处的技巧和方法。当初稿完成后，我协助承担概述、煤田地

质、煤矿基建等篇的修改任务。虽不在职，但亦尽到了一位老职工的

义务。 

近 10多年来，我曾主笔参与煤炭志编写，对方志的编纂多少积累

了点经验。2014年底，受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聘请，承接《湖

南通志•安全生产篇》的编撰任务。我与彭伏桂副局长联手，花大气力

查阅了省劳动部门的档案资料，梳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脉络，从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实际出发，很快完成编写提纲的拟定。经省编

委审定后，用近一年的时间，顺利完成《湖南通志•安全生产篇》的编

撰任务，并一次性通过省志编委专家的评审。 



10 

 

湖南煤炭红红火火几十年，承担着全省 70%左右一次能源的生产与

供给，为湖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些往

事，常常为之动容，不时孕育冲动。记述其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系

统梳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是实践者的责任和义务。实

录这些精彩的历史画卷和动人心弦的故事，是我们留给历史永久值得

阅读与研究的珍贵文献。（孙林） 

▲三馆简介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简介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位于大同市云冈区建新街 1号。

这是一处于 2005年被列为全国 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百个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的纪念馆，被中宣部核定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2006年 5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万人坑”形成的历史背景为：1937年 10月至 1945年 8月日本

占领大同煤矿期间，残酷的实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在大同煤矿共

掠夺煤炭 1600万吨，有 6万名矿工被摧残致死，其中有许多由于生病

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矿工，日本侵略者将这些矿工扔进“万人坑”，

所以“万人坑”中的尸骨多为非正常死亡。当时大同煤矿较大的“万

人坑”有 20余处，现在成为纪念馆的是煤峪口南沟的山上。 

1966年 12月 7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四个单位集中了当时国内

最权威的考古学、人体解剖学、病理分析等相关专家到大同煤矿，对

煤峪口矿“南山万人坑”进行考察和遗骨整理，确定了 188具完全风

干了的尸体所死年限在 30-40年代，死亡年龄最大的 53岁，最小的只

有 14岁。1968年 6月这里成为阶级教育纪念馆，2010年更名为大同

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分为现场和纪念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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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上“万人坑”原始状况，这里为上、下两洞，上洞宽 5-6米深

40多米，下洞宽 3-4米，深 70多米。坑内层层叠叠的堆满了死难矿工

的尸骨；第二部分是纪念馆，建筑面积 3500平米，展示的内容为“觊

觎矿藏、蓄谋已久”；“茶毒大同、霸占煤矿”；“野蛮开采、疯狂

攫取”；“奴役矿工、灭绝人性”；“累累白骨、铁证如山”；“铭

记历史、珍爱和平”等六大主题。展品有 400多件。（黄建新） 

谢延信先进事迹展览馆简介 

谢延信(1952.10-2022.08)，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中国

的矿工—十大杰出人物、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双百”人物、

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荣誉。 

谢延信，人如其名，信守一生。从“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源地

之一焦作煤矿走出，他的精神与“特别能战斗”精神一脉相承，是煤

炭行业优良作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谢延信原名刘延信，河南安阳滑县人，河南能源焦煤集团鑫珠春

公司职工。一个平凡的矿工，与妻子结婚仅一年，妻子就因患产后风

离开人世，面对亡妻的临终嘱托，他四十载如一日照顾岳父岳母及痴

傻的内弟，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撑起了原本风雨飘摇的家庭。

他的事迹经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及《中国煤炭报》《河

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共鸣。他矿工英雄、

百姓楷模的感人事迹，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蕴和人性光辉，为全

社会树立起一座大孝至爱、重诺守信的道德精神丰碑。正如“感动中

国”组委会的颁奖词所言：“当命运的暴风雨袭来时，他横竖不说一

句话，生活的重担压在肩膀上，他的头却从没有低下！他就像一匹老

马，没有驰骋千里，却一步一步地达到了善良的顶峰。” 

为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弘扬好谢延信大孝至爱精神，

焦煤集团党委决定将原谢延信事迹展览馆（2007年 9月开馆）由鑫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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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公司迁建至“王封西大井 1919”，建设焦煤集团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新馆建筑面积 200平方米，由 7个展厅组成，分别为大孝至爱厅、领

导关怀厅、媒体聚焦厅、学习宣传厅、艺术再现厅、荣誉赞歌厅、精

神传承厅，展馆内通过实物、照片、文字、影像、雕塑等，详细介绍

了谢延信的感人事迹，展示了他百善孝为先、一诺重千金的高尚情怀。 

2023年 8月 28日，焦煤集团在西大井 1919红色教育基地隆重举

办了谢延信先进事迹展览馆揭牌暨《一生言信》新书首发仪式。（《一

生言信》由中宣部“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煤炭职工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会会长何树国为谢延信先进事迹展览馆揭牌，谢延信的女

儿刘变英受邀参加仪式。学习强国平台、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

炭报、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集中报道。中国煤炭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更是发出通知，号召全行业学习谢延信先进事迹，

并向煤炭行业各企事业单位赠阅《一生言信》专著，深入挖掘、持续

讲好本单位不同时期涌现出的先进楷模的感人故事，探索完善发挥先

进模范作用的长效机制，推动楷模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汇聚煤炭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嘉林  孟福生) 

观音堂煤矿博物馆简介 

观音堂煤矿博物馆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观音堂煤

业机关院内，为仿苏式建筑，是在 1954年观音堂煤矿建成的机关办公

旧址上，于 2013年改建而成的，建筑面积 860平方米，室内面积 790

平方米，设中央大厅、党建厅、综合厅、器具文物厅、书画厅等八个

展厅，厅内相互关联，相辅相依，浑然一体，是集百年矿井红色教育、

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交流、实践培训为一体的学习教育基

地。馆内陈列物品千余件，由全矿干部职工家属和社会人士自发捐赠，

馆内展示的：1902年德国生产的道轨、民生煤矿时期的股票、工资兑

换券、美国制造的煤油灯、加拿大生产的电机、焦裕禄主持研制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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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台直径 2.5米双滚筒卷扬机和煤矿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生产

工具、生活用品等，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观音堂煤业不同历史时期生

产力发展进步的历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多年来，观音堂煤业始

终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主旋律，积极完善教育资源，挖掘文化内涵，

丰富教育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和职工家属参观了解观音堂煤业百年发

展史，教育引导他们爱国爱企爱家。仅在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期

间就接待单位、团体上百余家，参观人数达 2万余人次，成为豫晋陕

党史学习教育“打卡地”。现观音堂煤矿博物馆已被三门峡市、义马

市授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2年 7月被义

煤集团授予“义煤集团党员学习教育基地”，2023年 4月被义马市委

党校授予“中共义马市委党校现场教学基地”。2023年 7月 31日，“百

年观音堂煤矿”入选河南省 2023年省级工业遗产名单，“观音堂煤矿

博物馆”作为核心物项入选其中。2023年 8月“百年观音堂•民生 1905”

（含观音堂煤矿博物馆）被中国煤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授予“全国

煤炭行业红色教育基地”。(杨斌) 

淄博矿工博物馆简介 

在山东淄博矿务局北门外北山生活区，坐落着一个淄博矿工博物

馆，赵汝峰承办。包括房间、院落，共 100多平方米，为了交友，在

博物馆内还建起了“影友工作室”。 

博物馆内设四个展室，主要展出煤矿工人生产、生活用品、有照

片、实物、票证、奖状等，四面墙上挂满了不同年代的图片 500多幅。

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每一件实物，都聚有矿工之精神，见证着

煤矿工人艰苦创业的火红年代，闪烁着一个个故事，具有穿越时代的

魅力。 

赵汝峰是个有心人，摄影达人，原淄博矿务局寨里煤矿退休职工，

矿工二代。自幼生活在矿山、工作在矿山，对前辈、对煤矿、对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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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正是这种情感，在退休之后，广收煤矿老物件，

并将原来的摄影底片翻拍放大，制作成展版展出。几经努力，于 2016

年 5月办起了淄博矿工博物馆，为当今和后代留下了一处宝贵的矿工

创业精神传承记忆。该博物馆的图片，多数反映的是 50-70年代矿山

和老矿工的工作、生活情况，一座座立井井架、一辆辆运煤电车、一

组组班组工人……展现的都是矿山的历史、矿工的形象，引起广大职

工的极大兴趣，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老矿工带着子女前来，

抚摸着照片老泪纵横，向孩子们讲述那段当年创业的艰难，使年轻人

受到教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赵汝峰利用淄博矿工博物馆平台、图像，经常走出去举办巡展，

先后在淄博矿业集团机关广场及淄川社区等十几个场地进行巡回展出

50多场（次）。并受国际影展邀请，精选出 20多幅新旧对比照片参加

了展出。（赵汝峰 唐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