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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更加美好

(序 一)

<协庄煤矿志(1992__2003)>即将编纂出版了，这是协庄煤矿发展历程中

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匆匆翻阅协庄煤矿的新版矿志，我看到了新汶矿

区十多年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十二年前，那位引领中国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

世纪老人，以阅尽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沧桑的高超智慧，在南中国再次向全国

发出了快速发展的号召。从此，?‘三个有利于”、“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的呐喊，在中华大地的上空震撼人心。从此，协庄煤矿又进入了

一个新的振兴期。

不错，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大环境的影响，我们企业一度也面临着严

峻的生存危机。新汶矿区的经济运行和广大矿工的基本生活受到了行业经济形

势恶化的严重冲击——这是我们乃至全行业都必须面对和经历的空前考验。每

每想到这些，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总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企业陷入低谷、负重爬坡的关键时期，矿区的父

老乡亲，可亲可敬的矿工弟兄，和我一道抱持“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

代人要有一代人的奉献”的崇高信念和使命，坚定“苦熬不白熬、不给后人留

下遗憾”的意志和决心，不遗余力地谋求企业的发展振兴。致力于全面脱胎换

骨式的“企业再造”，以及以“稳定煤炭主业，优先发展非煤”为战略的“二

次创业”o协庄煤矿干部职工在与整个矿区同呼吸共命运中，为了企业的改革

发展，不断拓荒、探路和跋涉，付出了成本和代价，也收获了成果和喜悦。

“链式管理法”、“2S安全管理法”。的探索形成，以及民营产业群的迅速崛起，

都客观记录了协庄干部职工艰辛探索的足迹。

“盛世修志o”正值企业高速发展的历史时刻，总结矿井走过的历程并编纂

成志，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成功没有止境o 11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有句名言：“世之奇伟瑰

，j；’2—7，一



·2· 明天会更加美好

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自己镌刻在一个地方，然后大方果敢地抹去它。这是

一种勇气和胆略，更是一种超越和提升。

相信，协庄煤矿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相信，新汶矿区的前途会无比广阔!

以上感想。是为序。

硝肛
2004年3月



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3·

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序 二)

<协庄煤矿志(1992．2003)>的出版，是协庄煤矿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

事，由衷欣慰，谨书此文，权以为序o

1992年到2003年。是协庄煤矿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十二年。其间正是

国家实施国企改革的重要时期。矿井经历了政企分开、企业改制转型、煤炭价

格放开、国家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等重大变革。在这历史性的转折时期，企业既

适逢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考验。可喜的是，协庄煤矿八千名员工在党的

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发扬“齐心协力，奋发进取，务实求

新，争创一流”的协庄煤矿矿工精神，。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管理、技

术、制度”三大创新为重点，，大力推行“三项制度”改革和企业文化、矿区道

德建设，大力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创新实施了“链式管理”、“2S

安全管理”等新型经营、安全管理模式，成功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使生

产经营活动由过去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市场手段调节，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

时，矿井实现了较长的安全生产周期。大力发展非煤产业，重视企业的战略性

调整，光明热电公司、百川纸业公司等一大批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生

产效益高的“三高”项目陆续建成⋯⋯十二年的风雨兼程，使协庄煤矿在市场

经济的大潮中。取得了累累硕果，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史为鉴，以志为鉴，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协

庄煤矿志(1992-2003)>，贯彻“存真求实”之方针，客观地记载了协庄煤矿

十二年来的巨大变化，展现了矿井跨越式发展的轨迹。全志力求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体例得当，以利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其目的在于“资政、存史、

教化”，为协庄煤矿的生产建设、改革发展、精神文明等各项工作服务。因此，

她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矿情的案头卷，也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历史

文献。一卷在手，犹如全矿在胸，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矿决策层可以

之为镜，把握协庄煤矿历史发展的脉络，从协庄的实际情况出发 决



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建设蓝图；全矿员工可以之为师，弘扬“齐心协力、奋发进取、务实

创一流”的精神，为繁荣协庄、振兴矿区，贡献才智和力量。

知今、启迪未来。历史证明，只有在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才能

留下灿烂的华章。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千载难逢

略机遇期。理应创造出无愧前人、造福今人、惠及后世的丰硕成果o

，务实求新、争创一流的协庄人必将承前启后，同心同德、励精图

更加辉煌的业绩，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碉，矽声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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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纂 说 明

一、<协庄煤矿志(1992～2003)>是综合性企业志书。全书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矿井12年来的

重大变化为主线，记载矿井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建设等各方面的沿革和发

展，坚持“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纂方法。力求达

到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资鉴性、真实性、权威性的有机统一。

二、协庄煤矿于1992年10月出版了<协庄煤矿志(1962～1991)>，<协

庄煤矿志(1992～2003)>是其续篇。<协庄煤矿志(1992～2003)>断限：上

限为<协庄煤矿志(1962～1991)>下限次年，即公元1992年，下限一律截止

到公元2003年底。内容编辑以记录1992年以来的事件为主，若事件与1992

年之前有较大关联．则追述到1992年之前。

三、本志书体例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传、图表、附录等部分

组成，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以类系事，按类分列，横排竖

写，述而不论。采用志、记、录、传、述、图、表、照片等八种形式。依据

篇、章、节、目四大主要编纂层次，按内容主从关系分别编入相应篇章，力求

归属得当。

四、志书用第三人称编写，直书机构名称，不用“我省”、“我党”、“我

局”、“我矿”等称谓。涉及人名，除引文外，直书其姓名，不用褒贬之词，必

要时冠以职务、职称。

五、志书用规范化的语体记述，不用文言或半文言，按国家相关规定使用

专业名词、符号、代码。篇、章、节、目以事命题，标注次第序码；在篇、

章、节码前加“第”字，如第三篇第五章第二节。目及细目只标序码，目的序

号为“一、二、三”o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用阿拉伯数字，如：

20世纪90年代、1992年1月1日、下午3时等；农历纪年用汉字，如：正月初五。

六、表(图)号用三个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字中间用占一个字节的横线隔

开。第一个数为篇的序号，第二个数为章的序号，第三个数为本表(图)的序

号。如：“表(图)4—2—3”意为第四篇第二章中的7第三个表(图)。

编 者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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