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第 14 期（总第 186 期） 

煤炭工业文献委、史志委秘书处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5 日 
 

目    录 

▲短新闻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重视校史资料收采研究及校史馆筹建工

作，已取得重要成果。先后由地质出版社出版了《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师生校友访谈实录》《寻访 〃 记忆—

—口述学科史》《寻访〃 记忆——口述校史》等三部专著。

引起社会关注。 

 《田陈煤矿志》即将出版发行。这是田陈煤矿最系统完整的

矿志。 

▲工作交流 

 《新中国煤炭工业筒史(1949——2023)》《新中国煤炭工业

大事记》出版发行(罗秀全) 

 国龙矿建纪念画册《奋进历程》出版(朱景强) 

▲我与史志工作 

 我与焦作煤矿史志的情缘(薛长明) 

▲三馆简介 

 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简介(常天通) 

▲煤炭史志著作提要 

《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纪念文集(一)》(吴晓煜)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邮箱:mtshizhi@163.com  

煤炭史志网：mtshizhi.com 

mailto:mtshizhi@163.com


2 

 

▲工作交流 

《新中国煤炭工业筒史(1949——2023)》《新中国煤炭工业

大事记》出版发行 

《新中国煤炭工业简史（1949—2023）》和《新中国煤炭工业大

事记 （1949—2023）》由应急管理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出版上述图书，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文化思想，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和纪念我国改革开放 45周年，

配合煤炭企事业单位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增强煤炭行业干部职工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煤炭简史》开篇概述了煤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正文部分将

新中国煤炭工业划分为恢复重建（1949—1956年）、曲折发展（1956

—1966年）、克难求进（1966—1978年）、改革探索（1978—1992

年）、深化改革（1992—2002年）、快速发展（2002—2012年）、绿

色转型（2012—2023年）等７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记述了新中国成

立 7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工业发生的深刻变革、取得的辉

煌成就。 

《煤炭大事记》以煤炭工业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为编写线索，以每个五年规划(计划)为一个编写单元。每个单元前面

的综述部分简要介绍规划(计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大事记部分采用

编年体并适当结合纪事本末体，按年、月、日的形式记述了新中国成

立 7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映煤炭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重要

事件;小结部分归纳总结了每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情况。 

大事记主要包括：①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煤炭工业的方

针政策和召开的重要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煤炭工业的重要考察

活动、讲话和批示等；②国家颁布实施的煤炭和煤矿安全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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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颁布实施的规章制度及召开的重要会议；③煤炭行业管理体

制、机构、主要领导的变更，省级及中央煤炭企业集团 （公司）的建

立、撤销和兼并重组，全国性煤炭科教文卫、社会组织等机构的设立

与调整；④重点矿区的建设及生产活动，重要煤炭建设项目开竣工、

生产与设备制造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⑤重大煤炭科学技术发明、

创新及推广活动，煤炭行业环境保护、职业健康的重要措施与活动，

煤炭行业获得的国家级奖励；⑥典型煤矿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⑦获

得表彰的全国煤炭行业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活动；⑧煤炭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领

域的重要事件；⑨全国性煤炭社会组织的重要活动；⑩煤炭行业的重

要外事活动、对煤炭工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事件。五年规划(计划)

是煤炭工业发展进步的时空标尺。 

《煤炭简史》与《煤炭大事记》互为补充、各有侧重，配合阅读

可以帮助大家全面系统把握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历程，加深理解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煤炭工业的重要意义，为推动新时代煤炭工业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借鉴。(罗秀全) 

国龙矿建纪念画册《奋进历程》出版 

2024年 10月 15日，笔者从河南国龙矿业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国

龙矿建）编志办获悉，该公司编纂的《奋斗历程（1964--2024）》纪

念画册，历时半年多的紧张编纂和编排设计，现已印制成书。 

纪念画册编纂是庆祝国龙矿建（原煤炭工业部第八十四工程处）

成立 60周年系列活动史志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该公司首次编纂。

面对这一时间跨度长、地域涉及面广、图片资料搜集难的系统工程，

该公司领导大力支持，编志办顾问倾心用力，编志办制定科学的时间

计划，倒排工期、明确责任，编辑人员加班加点积极推进，多次召开

专题会研究集中审稿，广泛征集老领导、专业顾问意见建议，其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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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更换、文稿完善、排版调整等近十次，最终完成编印重任。 

该画册主要包括《企业概况》《历史沿革》《奋斗历程》等部分，

9章 26节，近 170页，全书近 800幅珍贵图片。画册主体部分奋斗历

程一章中，分为建设新疆、支援焦作、转战新密、建功永城、帷幄郑

州、走出国门等节，生动展示了公司 60年中转战祖国各地及走出国门

充满辉煌的奋斗历程；同时，纪念画册设置了多种经营、党建群团、

文化建设、基地后勤、企业荣誉、大事记摘要等章节，力求全方位、

多侧面展现企业改革发展历史。 

为做好前期资料收集工作，编志办通过外出走访相关单位机构、

发动职工群众、网络查询等多种方式，搜集图片资料、档案信息，努

力以图文志的形式，回顾企业长达一甲子的奋斗历程，集中展示企业

安全生产、技术创新、工程质量、党建群团、综合管理等各方面取得

辉煌成就，以此激励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继承和发扬不怕吃苦、英勇善

战、特别能战斗的“老三公司”企业精神，不忘初心，携手筑梦，为

打造一流综合施工企业而努力奋斗。 

此画册增添了河南煤矿基本建设战线史志内容，为河南煤矿基本

建设历史贡献了一方新载体。（朱景强） 

▲我与史志工作 

我与焦作煤矿史志的情缘 

焦作煤矿第一次修志时，我曾经有所参与，与挚友薛毅一起曾到

河南历史研究所摘抄过文章、在煤炭部查阅过档案、到孙越崎家拜访

过这位工矿泰斗、帮助罗章龙誊写过《京汉工人流血记》。那个时候

我就感觉焦作煤矿的历史就像一个硕大的宝库，深邃博大，徜徉其间，

让人目不暇接。 

2012年 3月，我从焦煤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工政治思想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的岗位退了下来。当我第二天我洗漱完毕，准备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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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的时候，猛然想起“你已经离岗了”，其沮丧之情难以言表。难

道企业真的不需要我了吗？ 

是企业为我搭建了成才的舞台，让我从一个 15岁的学徒工走到了

《焦作矿工报》总编辑、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没有企业哪有我的今

天，感恩企业应该是我退而不休的最大动力。 

全国煤炭系统第二次修志开始之后，我被焦煤集团党委抽到矿志

办，担纲第二本《焦作煤矿志》的编纂任务。我对照第一本矿志，搭

建了第二本矿志的框架结构，列出了各部门、各单位需要承担的任务。

同时督促基层单位也要启动修志工作，那段时间，我们抽上来的老同

志到各单位进行现场解疑答惑，与党政领导结合促成矿志班子的搭建。

中马村矿原来有过一本矿志，续编矿志难度相对较小，我们就以此为

试点，推动整个集团基层单位的修志工作。 

每次基层单位来找我们审定矿（厂、院）志的框架，我们都热心

予以帮助，不定期的到基层办短训班，讲修志的要求。有的单位资料

损坏严重，缺乏修志的基础材料，我们就建议他们编写企业的大事记，

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我曾多次查阅过英商福公司的档案，其档案保存之详备让人瞠目。

当我在接手修志工作时，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尽量更多的保存历史资料，

为后人研究焦作煤矿提供可靠、真实的依据。我们在编辑出版

《2005--2017焦煤大事记》时，就大量收入了媒体报道和百年焦煤人

物的内容，人物篇还破例收入了从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政治工作、

文学艺术所有教授级高工、国家级会员的简历和照片，这些今天看起

来正常的资料，日后必然会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2018年是焦作煤矿建矿 120周年，我向嘉林部长建议并经焦煤党

委批准，编辑出版了《印象焦煤——焦作煤矿 120年图片志》作为建

矿 120年的献礼项目。由于我在此前筹建“焦作煤矿工运史展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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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照片，所以几个月就初见雏形了。 

建党一百年前夕，我们又筹备出版了《焦作煤矿与特别能战斗精

神》，作为向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礼物。 

回想起修志的这一段工作经历，我有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首先，搜集资料是文史工作的基础，再辛苦也要去做，而且要做

的最好。为了寻找焦作煤矿第一代劳模刘九学的后人，我自己到家属

区寻访，在可能的区域亲自去粘贴小广告，最终如愿以偿。寻找曾经

在焦作煤矿工作的老领导线索，我多是先寻找其子女的信息。钱初航

的子女在焦作工作，我通过他的女儿找到她的儿子，通过他儿子，找

到当年的其他领导的信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就

要成为好朋友，逢年过节问候一下，以后有需要的时候，还能继续为

你提供帮助。这是我在报社工作时的经验，不把采访对象当做“材料

袋”，用完弃之。我在筹建团史馆的时候，与当年团委书记，后任平

顶山市副书记的王化歧的后人建立了联系，今年在帮助西大井（王封

矿）整理大事记的时候，当年矿党委书记王化歧的简历中没有籍贯和

去世时间。我就用微信与王化歧的女儿联系，不久，就得到了回复，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整理历史是一件严谨的工作，不能草率从事，要对后代负

责，对历史负责，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工作疏忽，误导后人，这是修志

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我一直在酝酿出版一本《焦作煤矿重要历史纪事》，

目的就是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提供最具权威的时间年表，避免以讹传

讹，言出多门。这也是我宣传全国道德模范谢延信时的一个深刻体会，

当年中央 96人的新闻采访团莅临焦煤时，为了减少由于方言原因，写

错人的姓名，我们就为每位记者准备了一个 U盘，上边把谢延信所有

家人、社会关系的名字，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做了统一的规范，减少

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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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整理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古为今用，为今后的工

作提供历史基因和红色血脉的支持。由于我对焦作煤矿历史、1925年

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特别能战斗精神的熟悉，在建党一百年前后，

我就为焦作市委党校、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市市管企业、焦作市政府

部委、焦煤集团做了近百场的讲座。讲座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能够

横竖结合的使用历史资料，所以讲座收到很好的效果。焦煤集团纪委、

安全监察等部门也希望我从历史的角度讲讲他们的工作。 

我还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了《焦作煤矿——城市形成的推动者》《特

别能战斗精神焦作城市文化的底色》等多篇研究成果，参与了河南省

委办公厅、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纪实》、

省委组织部微党课的拍摄工作。 

离岗之后，完成了“中共焦作煤矿党史陈列馆” “焦作煤矿工人

运动展厅” “焦作煤矿团史陈列室”的文字筹备和布展任务。还应曾

经的搭档王保才之邀为“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纪念馆”、“特别能战

斗精神展览馆”提供了照片、展览脚本，迄今，我已筹备完成了 8所

展览馆（室）。  

2022年，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焦作市委书记葛巧红有意将“特

别能战斗”精神升华为焦作市的城市精神，焦作市政协就委托我拟写

了可行性报告，我走出了煤矿，到社会了解到更多的鲜活材料，最终

促成此事。 

感谢焦作煤矿，她让我找到了晚年充实的生活，找到了生活以外

的情趣，也找到了我的人生价值。(薛长明) 

▲三馆简介 

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简介 

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始建于 1968年，占地面积约 57公顷，

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是东北地区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一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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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时期死难矿工罪证遗址。 

1968年，阜新矿务局发掘整理出日伪时期的 3个群葬大坑，并按

原葬形态在遗址上建立起两座展馆，命名为阜新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

馆，1970年更名为阜新矿务局矿史展览馆，1992年更名为阜新煤炭博

物馆，2007年 10月 1日，由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移交给阜

新市人民政府，阜新煤炭博物馆正式更名为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

馆。 

2014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维修保

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在国家相关部门和省、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下，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与保护，并于 2015年 8

月 15日重新对外开放。自此全国纪念类场馆得到全面提升。 

纪念馆内现建有阜新万人坑遗址陈列馆、抗暴青工遗骨馆、死难

矿工遗骨馆三个主要展馆，以及纪念碑、纪念碑广场、百骨厅、游客

中心等建筑和设施。馆藏革命文物 193件。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等称号。 

遗址陈列馆通过文物、雕塑复原场景以及油画的有机结合，生动

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在阜新期间所施暴行以及阜新劳工的悲惨境遇的历

史场景。 

抗暴青工遗骨馆面积 1200平方米，埋葬的是当年在新邱下菜园子

关押的特殊工人组织的暴动失败后被残杀的 137名抗日志士。《烽火

特支——阜新特殊工人抗日斗争主题展》，展示了“特殊工人”从硝

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中转入到敌人严酷统治下的后方，在秘密组建的中

共特别支部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死难矿工遗骨馆分为南北两个群葬大坑，裸露遗骨共 110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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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略者疯狂采取“人肉开采”政策，造成大批矿工死亡。万人坑遗

址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见证日本军国主

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常天通） 

▲煤炭史志著作提要 

《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纪念文集(一)》 

该《文集》编委会编辑。编委会主任张立天等 7人。主编晁振广、

李晓梅。读书文化出版社 2018年 12月出版。16开本，平装，30万字。 

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成立于 1964年 3月组建，有职工 30万人，1970

年撤销。虽仅存在 6年，但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煤矿管理体制改革亦

作了有益探索。 

该书是该公司职工及其子女，把有关文件、回忆文章和相关资料

汇集整理而成，以资纪念。故书名为“纪念文集”。 

全书分为档案资料、专题研究与纪念文章、职工传记、影印资料

及大事记、图片等五篇。内中许多图片资料非常珍贵，一些老同志回

忆文章十分感人。是一部回顾火红年代，保存历史记忆，激励鼓舞后

人的资料性纪念文集。(吴晓煜 2024.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