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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煤炭志

序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大国。但丰富的煤炭

资源主要分布于“三北”地区，而在工农业和经济较发达、对能

源需求量甚大的东南沿海，煤炭资源却很匮乏。泉州是闽南唯一

有煤炭资源的地区，这是造化物赐予这块人杰地灵宝地的物质财

富，是泉州人引以自豪的地方。

早在1955年，中共晋江地委就作出了开发天湖山煤田的决

定。当时在泉州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群众也没有烧煤的习

惯，而天湖山矿区不但没有铁路，连公路也未修通。在百废待兴

的50年代，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有人是不理解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决定是正确、具有远见卓识的。今

天，我们在编写《泉州市煤炭志》时，不应忘记当时那些用现代



序

，7 天湖山矿区的煤炭，成煤年代早，成煤后历经沧海桑田，多

次造山、造陆的地壳运动的破坏，地质构造之复杂、煤层的不稳

．定程度极为罕见。这样的地质条件，开采难度可想而知。办矿初

期，那些来自山西、北京、山东和河北等省的少数老矿工，带来

了基本的采矿操作技术，为泉州的煤炭工业尽了力。．同时，一批

来自采矿院校的年青学生和少数外来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实践、摸

索中，总结出j套适合于开发南方复杂和不稳定煤田的开拓、开

采、地质勘探、测量的方式方法。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矿山时，是

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而今已经鬓发染霜。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青春年华奉献给泉州的煤炭事业。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代富

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

我们在撰写煤炭志时，同样不应忘记那些为了矿区开发和建

设需要，而献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和山林的当地农

民。我们的铁路、公路、房屋和楼宇是覆盖在他们的祖先和自己

用血汗在山岭棘荆中开拓、耕耘而造成的良田上的，他们为此作

出的贡献和牺牲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

泉州市煤炭开发的历史，是地方党政领导和劳动群众、科技

人员相结合的历史，是外来的开拓者和当地人民群众，相互支援

和密切合作的历史，是我们立国的基础——工农联盟的具体体现。

人们往往憧憬着未来，向往自己没有得到妁东西，而不容易

认识那些已经获得成就的价值。想一想吧，没有这一切，我们的

处境又将如何?就全国而言，天湖山矿区只是一个小小的矿区，到

目前为止每年也只能向当地提供一百多万吨煤炭，但是，如果没

有这每年一百多万吨煤炭，泉州市和相邻地区又将怎样呢?地方

经济的发展将受到怎样的制约?人民生活将遇到怎样的困难?千

家万户大大小小的炉灶将吞噬掉闽南大地上多少绿色?数万名直

接和间接从事煤炭开发、运输、加工、销售等人员将失去就业机

会而造成多大就业压力?依靠煤炭致富的矿区周围的乡村，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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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多少象征富裕景色的房舍?⋯⋯

当然，编写一册地方煤炭志，不仅是记载我们已经取得的成

就，重要的还是从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发现我们的不足，吸

取经验教训，使未竟的事业干得更好。

f煤炭是远古时代太阳留给地球人的遗产，是古代植物不可再

生的孑遗，利用一分就减少一分。闽南地区的煤炭资源并不丰富，

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加倍珍惜这点资源，是

我们期望于后人的第一条。

泉州市开发煤炭已经近四十年了，有了比较成熟的技术经验

和人才，在继续发展中，应该十分重视安全生产。我们向社会提

供过的煤炭，．渗透着矿工们的鲜血和他们遗孀、孤儿的泪水；我

们希望从继续提供给人民的煤炭中，不再见到血迹和泪痕，这是

期望于后人的第二条。

创业者们曾经为开发泉州的煤炭资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

天，煤炭资源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财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煤炭的价格将越来越接近其真正的价值，这些财富也将

越来越成为现实。然而，财富带给人们的，并不都是欢乐与祥和。

但愿创业者的辛劳，能使继承者多一份继续团结、发展的雄心，公

平地处理好分配关系，这是我们期望于后人的第三条。

愿煤炭的开发者们像“煤炭”一样的品格，一如既往地、无

私无畏地向人民奉献出全部光和热。

吕仪儒
‘

⋯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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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自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下限至1990年底，

有些地方下限适当延伸。

．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泉州市煤炭工业的发展和现状，同时兼及系统内其它行业，

力求全面地反映泉州市煤炭工业发展的全貌。

三，本志横排竖写，设置章、节、目，述、记、志、图、表、

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按时间顺序记述。

四、本志文体为规范的语体文。数字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编。人物称谓，直书其名，有的则冠其职务。文字较多的专

用名称，首次使用全称并加注简称，以后统用简称。

五、本志的计量单位名称，行文中一般用汉字表示，图表、公

式中一般用国际通用符号表示。 ．

六、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及其以前用朝代、年号，后加括号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行政机构沿革，一律按1990年的称谓为准，追溯历史必

要时另加注说明。

八、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档案、文件、统计年报或有关单位

提供的资料。志书中出现。?”号的作为问题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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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泉州市是福建省东南部沿海唯一有煤炭资源的地区，也是本

省最早正规开发利用煤炭资源的地区之一，现已探明储量1．25亿

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泉州市的煤炭工业

一纸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泉州市的的煤炭

工业才逐步得到发展，煤炭产量从1956年的8299吨提高到1990

年的123．88万吨，不仅满足本市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

需求，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每年约40万吨)销往莆田和福清、

长乐等市县。

泉州市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永春的天湖山矿区、安溪的剑

斗矿区和德化的曾坂矿区。主要含煤地层为下二迭统童子岩组

(亦称龙岩组)，含煤面积125平方公里左右，总厚度达868米，自

下而上分为三段。第一、三段为含煤段，其中一段为主要含煤段；

二段不含煤；三段大部分地区被剥蚀，地层出露不全，仅安溪县

剑斗矿区较完整。，

泉州市煤炭资源有这些特征：煤田地质构造复杂，断裂褶曲

发育，煤层薄且稳定性差，但单位面积上的含煤量较高；煤种单

一，全部为特低硫、中低灰分和中等发热量的无烟煤，是较好的

动力、化工和民用煤；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84．2％集中在永春

的天湖山矿区，德化和安溪两县仅占15．8％，其他沿海市县没有

．煤炭资源；煤炭运输全部靠汽车；在已经开采的井田中，‘开发强

度高、井口密度大，资源利用较充分。

中华民国以前，‘泉州市的煤炭资源只有当地老百姓的零星开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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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民国期间，虽然少数有识之士和个别华侨对天湖山的煤炭

源进行勘察，但实际开采均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

江专署先后委派部分南下干部到永春天湖山的铅坑和安溪剑斗

珍地分别开办公私合营的小煤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泉

市煤炭工业的初创阶段。由于缺乏地质资料，缺少装备和技术，

产条件落后，生产工具简陋，因而产量很低，全市产煤不足一

吨。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一卜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义”总路线指引下，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大办煤矿，在天湖山

矿区形成挖煤热潮。晋江地区的南安、晋江、惠安、安溪、永春、

仙游等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都参与在天湖山矿区的掘

峒挖煤，当年煤炭产量达到10多万吨；但花费的人力、物力等代

价是巨大的。同时，国家也开始对天湖山煤炭资源进行勘探，分

别在年初和9月，派出华东301地质队和省燃料局找煤队，对天

湖山煤田进行初步勘探。这种用群众运动搞生产的做法持续了两

年，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一些背离科学、违反客观规律的做

法。大部分矿井在地质资源不清，生产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仓促上马，造成盲目开采的局面。1961年以后，在中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引下，无论是勘探力量的投入，还

是打峒挖煤的人力物力，都开始压缩降温。因而，煤炭产量急剧

下降，办矿单位大多数撤出矿区，仅维持永春煤矿(天湖山矿务

局前身)的小规模生产。泉州市煤炭工业第一次经受大上大下的

挫折。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以下简称“三五”时

期)，国家派出省301地质队对天湖山矿区和剑斗矿区进行第二次

地质勘探．并把开发天湖山煤田列为重点。在此期间，矿务局的

大蔗沟矿井、．曲斗矿井、天湖岩一号矿井、杏山头矿井和永春县

煤矿的磨刀坑矿井以及安溪县的剑斗煤矿等一批国营煤矿相继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