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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同市矿区区委书记郜向华

大同市矿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伟国

’首部《大同市矿区志》出版面世，这是全区人民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值得庆贺

的一件大喜事。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历代不辍，一脉相承。修编新地方志书不

仅是继承和弘扬伟大祖国灿烂的地方文化，而且能起到“资政、存史、教化、育人”

之作用。一卷地方志在手，可晓地方古今之变迁，明事业之盛衰，知历史风化之

美丑，识人文之贤良。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固一区之千秋大业。

历史上，大同矿区未形成过独立的县(区)级行政区域。民国时期，大同矿区

为大同县四区之一部o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后，设立大同市五区人民

政府，矿区始有独立的县(区)级行政区域。之后，大同市政府设在矿区的人民政

府名称先后为：大同市四区、大同市矿区办事处、大同市口泉矿区、大同市口泉

区，行政区划发生过多次演变。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大同市政府

将原口泉区下辖的人民公社及街道办事处管辖的生产大队全部划归大同市郊区

领导。此后，口泉区成为没有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实行管辖以驻区单位大同矿

务局职工家属为主城镇居民生活区的街道办事处制o 1970年10月，撤销口泉区

人民政府建制，大同市矿区人民政府在原口泉区的基础上建立，受大同市政府和

大同矿务局双重领导，以大同矿务局领导为主。矿区政府同原口泉区政府后期

相同，辖区内没有土地资源和农业人口o 1980年2月，矿区人民政府从大同矿务

局分出，直接归大同市政府领导后，始形成基本固定的行政区划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赤县神州进入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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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覆地伟大变革的历史新时期，举国上下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殷国富

的大好形势，为盛世修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若不趁此良机，编修新地方志书，

则老者过世，史料湮没，兴废不明，因果不彰，贻误后人。1989年12月根据上级

指示精神，区委、区政府设立史志编研常设机构区史志办，拉开了编修《大同市矿

区志》的序幕。但由于矿区为有天没地的县(区)级政府，没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高

度重视，致使编修区志工作未能真正开展。直到1997年11月中旬，全市地方志

工作会议结束后，编修区志的工作才真正起步。在资料缺乏，经验不足的情况

下，经两届三任区领导的接力，修志人员不惮烦劳、殚精竭虑、努力探索，六载不

懈的笔耕，反复增删校补，五易其稿，取得了纂修大同市矿区第一轮新方志的胜

利成果。

大同市矿区新方志的问世，将给人们以历史鉴戒，是全区人民的一笔巨大精

神财富。她将使人们“去恶而从善，舍邪而就正”，激发区人树思乡爱土之心，立

为人民服务之志，为祖国的昌盛，矿区的繁荣贡献聪明才智。同时还将为进行传

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乡土教材，这

对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新地方志作为流

传后世的信史，对研究历史，指导现实，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同市矿区志》凡21编91章320节，百万余字，较翔实地记载了大同矿区

的古今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情风俗等方面的史实，对研究区情、鉴戒经验

教训、指导现实、启迪后人，大有裨益。

我俩到矿区，任职时间虽不长，但对这里的山川草木总关情，既为她文明悠

久的历史感到自豪，又为她现实的显著成就充满欣慰，更为她光辉的前景满怀信

心。我俩由衷地希望全区人民以史为鉴，齐心协力，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开拓进

取，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丰富、交通便利、驻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多、人FI众的优势，

为兴区富民，谱写出更加光辉的历史新篇章。



凡 例

一、本志记事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特别是1980年2月本区政府从大同矿务局分立出来后的史实，上溯不限，下

限至1997年底。

二、本志采取分志并列式，首立概述，中设21个分志，末缀附录。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纵贯古今o

四、本区建置时间较短，至今没有土地资源和农业人口(矿区内乡村为南郊区

所辖)o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大同矿务局今境为限。在矿区内发生过的一些史实，

与大同市南郊区、左云县志书中有类似的记载。这是由于本区管辖之地是由上述

县区不断变迁、建置而成。但志内所记事件、人物基本以本区为基准，凡人与事不

与矿区有关联的，基本不予收录。

五、志中纪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附括号夹注公元纪

年；之后，采用公元纪年，凡汉字月日为农历，阿拉伯字为阳历。

六、本志采用志、纪、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除引文外，采取语体文记

述体。

七、本志生者不予立传，但记事中(入表者)，不受此限o

八、本志人物传和烈士名录中，收录的多是客籍，由于本区政府至今没有土地

资源，若按常规，矿区志书无法书写，而这些人在大同矿区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较大

的贡献，应留名青史，启迪后人o

九、本志数字资料，对摘引历史的实数，出自文献资料；建国后凡统计局有的，

使用统计资料；统计局没有的，一部分来自档案馆，一部分由有关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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