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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可以让我们在施政和决策的过程中，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更好地坚持

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的灵魂。“鉴古知今，开拓创新"，是我

们编纂志书的宗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应当优化文化供给，

提高理论信念的支撑力，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扩大主流文化的吸引力。新编



《石台煤矿志》，是我矿的资料总库、信息总汇、舆情总揽，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

挥上述作用。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科学的发展观，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

步伐。集团公司为我们明确了新的战略目标，在“十五”、“十一五”期间，通过新

建、改扩建和综合开发，把淮北矿业集团建成华东乃至全国一流的煤、焦、化、电

基地，全力打造一个新的淮北矿业集团。在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进程中，让

我们发扬建矿以来的光荣传统，创先争优，奋勇拼搏，为石台煤矿的历史续写新

的篇章。

在《石台煤矿志>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集团公司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成书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广大职工和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石台煤矿党委书记彳幸／莎∥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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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材料，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直书其事地记述了全矿的历史和现状；叙述采用史家详近



略远的笔法全面细致，轻重得当，体现出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特点，

是一部科学严谨的矿情总汇o

<石台煤矿志》全书13编、50章、216节，共计54．8万字，采用编、章、节、条

目加附录的总体结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可信，如实地记载了石台煤

矿安全、生产、经营、党建、文教、医疗、职工生活福利、多种经营等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百科全书”，同时它又具有科学性、现代性和完整性的

特点，真实地记述了石台煤矿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史，对我们的管技人员来说又

是一部文献足稽、布政有据的“资治通鉴"o

由于《石台煤矿志》编纂时间紧、任务重，全体编写人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

不畏艰辛，认真负责，加班加点。全矿各单位、各部门大力支持，互相协作，提供了

十分宝贵的资料。集团公司原史志办同志亲临我矿给予指导和帮助。为此，向一

切关心、支持及参与编写《石台煤矿志》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欣闻《石台煤矿志》出版成书，幸甚至哉，繁赘数语，聊以序志。

石台煤矿矿长琊



凡 例

一、《石台煤矿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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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存真求实，力求客观、真实反映石台煤矿的

历史和现状，为石台煤矿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志书上限追溯到1976年，部分章节上溯到1958年；下限断止于2004年

底，个别章节稍有顺延。

三、志书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记叙中除引文外，均采用语体文、

记叙体，语言尽可能精炼、准确，通俗易懂o

四、志书采用编、章、节、条、目五层结构，计13编50章216节，另加附录。

五、《概述》、《改革发展中的石台煤矿》综述矿情和30年石台煤矿改革发展

的历程，总摄全书。《大事记》以时记事，记叙全矿的大事、要事，以编年体为主，适

当结合纪事本末体。日时无考，记载到月；月份无考，记载到年。

六、《荣誉·人物》分别记叙历年荣获市、集团公司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的集体

和个人o

七、《人物传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按姓氏笔划排序。仅收录石台煤矿(含

筹备处)已故副矿级以上(含副矿级、军代表)党政领导干部。

八、《人物简介》收录历任副矿级以上(含副矿级、军代表)党政领导干部、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只作简介，不加评论。

九、历任副总、科级干部(含车间工会主席)、中级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名录，按姓氏笔划为序。

十、称谓：人物直呼其名，不加职务称谓，不加褒贬词语。

十一、纪年：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法，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二、数字：入志的统计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序列标号的数字采用

汉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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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计量单位及计算公式均以国家常用的法定计量单位和计算公式为

准；用汉字表示计量单位，如“平方米”、“吨”等，温度一律用“℃”表示。

十四、对煤矿专业技术用语，本志不另加注释。

十五、志书资料来源：1、《淮北矿务局志》；2、矿区所在地及邻县地方志；3、

石台煤矿档案材料；4、淮北市、淮北矿业集团公司档案材料；5、基层单位和职能

科室提供的文字和数据；6、口碑。

十六、各种数据一般以计划科所提供的数据为准，引用资料均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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