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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聚力谱华章  史志硕果累累 

 —中国矿业大学史志工作之路 

自 1992年首部《中国矿业大学志》付梓以来，中国矿业大学在史

志编纂领域已深耕三十余载，用 16部校史专著、20余部年鉴、300万

字行业史，构建起贯通校史与行业史的双重记忆谱系。矿大人用十年

磨一剑的坚守证明：史志编纂不仅是回望来路的镜子，更是照亮未来

的火炬。 

一、汇聚上下合力，弘扬史志文化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赓续不断的编修史志，是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编修史志

的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焕发出勃勃生机。 

长期以来，学校党委和行政高度重视和支持史志工作，将史志工

作纳入文化传承系统工程，注重对校史的挖掘以及史志类著作的编纂，

确立不同时期史志编纂工作的目标和具体任务，并划拨专项经费，用

于史志类著作的编纂出版。重要的史志编纂工作校领导亲自布臵、广

泛动员，并对目标责任、时间进程、任务分工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校党委和行政对史志工作提供了思想方向、政治引领和坚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各职能部门精诚合作，鼎力协助史志工作，主要领导切实做

好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本单位在

每一次史志编纂工作中所承担的具体任务；编纂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认真对待史志工作。编纂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广泛搜集

和挖掘校史资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严把史实关、

体例关、文字关，确保史志编纂成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探寻校史源流，传承矿大精神 

大学史志是大学记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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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精神价值，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0余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在史志编纂之路上不断探索，不断精进，取

得了丰硕成果，为弘扬校史文化、传承矿大精神、润泽师生心灵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 

1、1992年《中国矿业大学志（1909-1990）》出版。这是学校历

史上第一部校志，是学校史志编纂工作的第一次实践，也由此开创了

学校史志工作的先河。 

2、1994年《中国矿业大学年鉴（1993）》出版。这是学校年鉴编

纂工作的肇始，至今已出版年鉴 20余部（中间因特殊原始有间断）。

年鉴不仅为编史修志积累、储备了资料，弥补了志书周期长的不足，

而且为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提供参考指导，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对促

进学校的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1999年《中国矿大 90年》出版。为纪念中国矿业大学建校 90

周年而编写的《中国矿大 90年》，全面反映了学校历史和办学成就，

具有纵横结合，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传记体、资料附录等多种体裁

相互配合和补充的特点，是学校史志编纂的又一次实践。 

4、2009年 9部史志类丛书出版。2009年，是中国矿业大学建校

一百周年纪念，学校党委和行政将史志类丛书的编纂做为百年校庆的

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百年校庆史志丛书编委会，通过周密部署和精

心组织，编纂了《中国矿业大学史（1909-2009）》《中国矿业大学志

（1909-2009）》《百年矿大记忆》《百年矿大人物传略》《百年矿大

演讲集萃》《长忆京华岁月》《我心中的矿大》《中国矿业大学科技

工作概要（1909-2009）》《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史（1909-2009）》

等 9部史志类丛书，并在校庆前夕如期出版，其中《中国矿业大学史

（1909-2009）》的编写，汇集了学校老中青三代校史专家的力量；《中

国矿业大学志（1909-2009》（上、下册））更是举全校之力完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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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丛书记录了学校薪火相传，历尽沧桑、矢志不渝的百年办学历程，

达到了总结历史、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继往开来的目的，对广大师

生鉴往知来，坚守初心具有重要意义，功在当代、惠及千秋。 

5、2019年《中国矿业大学搬迁易名史料集萃（1909-2019）》（以

下简称《史料集萃》）出版。2019年是学校建校 110周年纪念，《史

料集萃》以史料公布的形式，再现了学校 14次搬迁、12次易名的历史

原貌，是一部特殊形式的中国矿业大学史，也是学校在史志编纂工作

中一次新的尝试。 

6、2021年《中国矿业大学简史（1909-2019）》出版。这是一部

全面反映学校 110周年办学历程的校史简写本，全书 20余万字，以“年

经事纬，骨肉结合，干枝交错”的方式叙述校史，是对广大师生开展

校史校情教育的重要校本教材。 

7、2022年《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发展史》（以下简称《体育发展史》）

出版。由学校体育学院主持编纂的《体育发展史》，不仅总结了学校

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及体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而且反映现出矿大

人对校史挖掘的整体意识，对学院层面开展院史、学科史研究具有一

定带动作用。 

8、2024年《矿大往事》《行健之歌----中国矿业大学历史上的名

师风采录》（第一辑）出版。《矿大往事》收录了学校 22位老教师的

口述采访，为广大师生更加全面、立体地了解学校发展历史提供了新

的视角；《行健之歌》汇萃了学校 18位已故学界泰斗和师德模范的优

秀事迹，成为矿大精神的最好诠释。 

三、深耕煤史宝藏，赓续行业文脉 

中国矿业大学作为中国煤炭高等教育的领头羊， 2010年 8月，成

立了中国煤矿史研究所，以致力于中国煤矿史和中国煤炭史的研究，

充分体现出学校对行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行业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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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深耕行业史研究，十年磨一剑，完成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

的编纂。《中国工业史•煤炭卷》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牵头组织的《中

国工业史》丛书中的一卷，是中国第一部煤炭工业通史，在煤炭史学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5年，学校根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部署、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安排，承担了煤炭卷的编纂工作，这是行业和历

史的重托。在《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编纂过程中，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和煤炭工业协会领导对编纂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具体指导；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等专家对煤

炭卷的编纂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学校党委两任主要负责人扛起责任，

周密布臵，统筹推进编纂工作；全体编纂人员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在对煤炭史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学校不负重

望，顺利完成了编纂工作。2021年《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由中央党校

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近 300万字。 

在煤炭行业史研究领域中，矿大薛毅教授成绩斐然，他的《20世

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研究》《日本侵华时期中国煤矿伤亡研究》《中

国煤矿史》等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并先后由中国矿业大

学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体现出

矿大人对煤炭行业史研究的担当精神。 

中国矿业大学坚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精神品

格，挖掘代代矿大人的集体记忆，通过一部部史志类著作的编纂，不

仅在煤炭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矿大印记，更以《中国工业

史•煤炭卷》等鸿篇巨著，为煤炭工业文明传承注入矿大智慧。这些凝

结着历史温度的文字，既是学校百余年办学精神的立体呈现，也是中

国煤炭工业发展轨迹的真实见证，彰显出新时代矿大的使命担当。站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矿大人必将在守护文化根脉中筑牢精神家园，在

传承行业文脉中续写时代华章。（周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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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志工作 

我与煤炭史志：时光长河中的探寻与坚守 

1984年，一个充满希望与未知的年份，我与煤炭史志的缘分悄然

开启。我正式调入北京矿务局工会，负责编矿史，踏上了编撰北京煤

矿史的征程，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就此展开。 

当我初次接触这项工作时，内心满是好奇与忐忑。我穿梭于北京

的图书馆、档案馆，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我如寻宝者一般，不放过

任何一丝线索。泛黄的书页、模糊的字迹，每一份发现都像是一次与

历史的对话。从古代北京煤炭的开采起源，到近代工业革命浪潮下煤

矿的变革，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煤矿行业的蓬勃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

着独特的故事。 

在探寻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诸多困难。资料的匮乏是首要难题，

许多早期的煤矿开采记录因年代久远而残缺不全。但我通过走访老矿

工及其家属，我获取了许多珍贵的口述资料。写出一大批专访和研究

论文，填补了北京煤矿史乃至于北京史研究的空白，其中，《北京首

富胡仙洲》《北京门头沟煤矿的包工柜制度》《北京采煤业中的关门

锅伙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更关注的是对老矿工们的走访，这些

老人们，他们的一生与煤矿紧密相连，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故事，带着

浓浓的生活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一位老矿工回忆起年轻时在井下艰苦

劳作的场景，虽满脸沧桑，却眼神坚定，他的讲述让我仿佛看到了那

个热火朝天的年代，矿工们为了国家建设，在矿井中挥洒着汗水与热

血。 

我全身心投入到煤矿史志的编写中，参加了《当代北京工业史》

《当代北京煤炭工业》的编写，那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收获的历程。尤

为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当时《中国煤炭史志》负责人吴晓煜先生的抬

爱，吴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在煤炭史志领域造诣深厚，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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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煤炭历史深刻的见解，使我对煤炭史志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也在专业能力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多次带我参与多部煤

炭史志的评审，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无比珍贵的财富。随着对煤炭

史志的深度参与，我越发感受到煤炭史志的厚重。它不仅仅是一部关

于煤炭开采的记录，更是一部北京工业发展的缩影，是无数劳动者奋

斗的史诗。每一个数据、每一个事件背后，都有着无数人的付出。在

整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煤矿的发展资料时，我看到了国家对煤炭行

业的重视与投入，新技术的引进、安全生产标准的逐步建立，这些都

见证了中国煤炭工业从起步到发展的艰辛历程。 

在编撰北京煤矿史的日子里，我也收获了许多。我学会了如何从

繁杂的资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如何在历史的迷雾中还原真实。这份工

作培养了我的耐心与毅力，我后来有幸调入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专

门从事史志工作，还担任了副主任、副主编。专门出了我个人写北京

煤矿史的专著《京西史迹》。 

如今，回首那段与煤炭史志相伴的岁月，心中满是感慨。那是一

段用汗水与坚持书写的历程，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虽然我那段历

史已经结束，但我与煤炭史志的关系却永远不会终结。它教会我的，

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更是一种对工作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每当我

看到书架上那些凝聚着无数心血的煤矿史志，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

那是我与煤炭史志共同走过的岁月见证，是我对那段时光最深情的眷

恋。（谭烈飞） 

愿将真情献矿山 一 我参与编纂矿志的故事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到了退休（内退）的年龄。参加工作 30多

年 ，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对于我来说，两次牵头编纂《田陈煤矿志》

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所在的田陈煤矿是 1989年 12月 26日投产的，也就是毛主席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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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96周年纪念日。投产的第二年，1990年 9月 1日，我来到了田陈煤

矿，30多年的工作经历，从基层文书到宣传、工会，大部分的时间都

是从事政工工作，可以说亲历、见证并记录了田陈煤矿建矿投产 30多

年走过的路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有发言权。 

2018年 5月，时任田陈煤矿党委书记的郭永旭找我谈话，2019年

12月 26日是田陈煤矿建矿投产 30年，矿上要出版第二部矿志，经过

再三考虑，认为我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手头积累了大量资料，要我牵

头，组成矿志编纂写作班子。刚开始我有些犹豫，但组织的信任，领

导的重托，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必须干好！ 

为了编好矿志，我除了研究第一部矿志外，先后找了附近兄弟矿

的矿志，看看他们是如何设计篇章的，大事记的编写上如何界定“大

事”的，在图表运用上是如何做的。在关键时刻，当年的 11月份，全

国煤炭史志专家、原煤炭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吴晓煜来枣矿集团调

研煤炭企业史志编纂情况，很荣幸参加了在柴里召开的座谈会，当面

聆听了吴老的教诲，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一下子打开了思路。 

经过一年半的忙碌，100多万字的《田陈煤矿志》（第二部）于

2019年 12月 20日正式面世，在当年 12月 26日举行的庆祝田陈煤矿

建矿投产 30周年座谈会上，一些退休的老领导赞不绝口，他们说，翻

阅矿志，看到以前自己工作的老照片，仿佛又回到以前火热的工作场

景，心情格外激动。看到这些老领导满脸笑容，我也动容了，顿觉自

己一年半的辛勤付出是值得的。 

2024年是田陈煤矿建成投产 35周年。年初，矿上决定，编纂《田

陈煤矿志》（第三部），主要是对 2019年以来矿井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回顾，由于我当时在其他单位帮忙，六月初回矿后，领导把这一任务

又交给我负责，距矿庆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不仅

要按时完成还要保证质量，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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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领导要求，参与编纂第二部矿志的两名同志要接着参与，他

们毕竟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知道怎么干。同时抽调两名文字功底扎实、

工作认真的同志加入矿志工作专班，“5人小组”算是正式成立了。 

为了让两名新同志尽快熟悉矿志工作流程，我让原来参与编写的

两名同志采取“1+1”结对帮扶，同时向史志专家吴晓煜请教，吴老很

快将自己编写的《修志指要》寄来，我们人手一册，边学边编。目录

初稿出来后，我专门发给吴老，出于对晚辈的厚爱，吴老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确保了第三部矿志提前完成，无论

从篇目设臵、内容完善还是装帧设计、文字校对上都较上次有了显著

提高。 

两次牵头编纂矿志的经历，让我感触颇深：一是要充满感情。情

之深爱之切，工作上才会用心用情用力，编纂矿志的过程从某种意义

上说爱矿爱岗教育。二是要善于借势。两次编纂过程，吴老对我们关

爱有加，无私教诲，提出意见建议，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工作

动力，也保证了志书质量。三是要加强团结。编纂矿志是兵团作战，

必须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同向发力，才会战无不胜。（魏忠富） 

▲史志著作提要 

《北京煤炭工业志》(1991-2014) 

《北京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编委会主任阚兴。主编常

海波，副主编赵会峰、马士彬。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7年 8月出版，16

开本、精装，87.9万字。 

该志上限为 1991年，下限为 2014年底。前有总序、序、凡例、

概述、大事记，后有人物、单位简介、附录、编纂始末。专志设体制

机构、地质勘探与煤矿建设、煤炭生产、煤矿安全、煤炭供销与综合

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非煤产业、经营管理、科技教育与文化、

生活福利与医疗卫生、党群工作等 11篇。(尹忠昌 2019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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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煤炭工业志》(1991-2010) 

《河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编委会主任秦文昌、周德

昶，副主任程文科、徐英旺、韩堂惠等，总纂徐英旺，副总纂张广富、

关晨平、张振峰等。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7年 8月出版。16开本，精装，

108.4万字。 

该书书前有彩页、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书后有附录、编纂

始末。横分为体制与机构、煤炭资源与煤矿建设、煤炭生产、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与综合利用、相关企业、经营管理、科技与教育、矿区

文化与职工生活、党群组织、人物与荣誉等共 11 篇。 

该志编纂工作始于 2013年 12月，经历六个阶段，用时 3年而成

志。(牟金锁 2019年 2月 8日) 

▲1975年十面红旗简介(之四) 

义马千秋矿英勇善战的八一采煤队 

河南义马千秋矿八一采煤队，以"八一"命名，有人民解放军英勇

善战的革命精神。 

13年来，这个队经受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考验。1970年，这

个队的工作面突破双万吨时，有人污蔑他们是"生产党","不是红旗是

黑旗"，压力很大。他们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进行了

针锋相对地斗争，斗了一年，大干了一年，把工作面平均月产量由 21000

吨提高到 22000吨。 

这支队伍在战斗过的 78个工作面，不管条件多坏，都能攻得上，

拿得下。1966年，工作面淋水大，底板泡软，顶板下沉。工人们跪着

擢煤，爬着放顶，躺在泥水里干活，在"水帘洞"里搏斗了一个秋冬，

月月完成任务。1969年春，转战到火区下采煤，工作面煤壁冒烟，温

度很高，工人们一身煤泥一身汗，在"火焰山"里苦干 100天，胜利拿



11 

 

下 70000多吨煤炭。 

建队以来，他们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工作面月产量连续 69个

月达到 20000吨以上。1975年 1至 9月上升到 36000多吨，是全国炮

采工作面最好的水平。两年来，两次创炮采工作面月产 47000吨、53000

吨的全国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