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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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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1 997年6月13日局党政联席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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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J樊志杰J 杨景芳 张怀民 王忠信

王生勤 陈弟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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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 刘绪泽·曾庆楼 王建荣 洪志诚 温 涛

李宝根 辛存德 阮道祥 王玉仲 周大伟

杜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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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科

《靖远矿务局志》在局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在甘肃省煤炭工业局

编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六年耕耘、数易其稿，终于

问世了。这部志书，是靖远矿区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求训致用，

彰往昭来的存史之章，值得庆贺。

靖远矿区煤炭开采历史悠远，据史料记载，北宋崇宁元年(公元

1102年)，现在宝积山一带已有煤炭开采和铁石冶炼。然而，由于历

史的局限加之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科学技术落后等原因，致使煤炭

开采_直处于尿始的、落后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从1958年以来，一个大规模开发靖远矿区的序幕拉开了，广大职工

从四面八方云集矿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大无畏精神，终于使昔日满目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欣欣向

荣的矿区。目前建成投产矿井13对，年设计生产能力606万吨，煤

炭产量由解放初期(1949年)的0．35万吨，发展到1996年的400万

吨，截至1996年底，已完成国家投资和建贷资金1 5．6271亿元，形

成固定资产原值16．5940亿元，净值13．017亿元。全局已初步发展

成为7个生产矿、2个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和局劳动服务总公司为骨

干，原煤生产、基本建设、多种经营三个主体协调发展，生产辅助、

后勤保障综合配套的煤炭生产建设企业，被国务院经贸委等六部委

审定为“国家大型企业”，是甘肃省目前人员最多、产量最高、规模

最大的国有重点煤矿，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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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矿区的发展史是一部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在将近半个

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开拓者们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同自然灾害斗，同

各种困难斗，终于创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培育成了“艰苦创业，顽强拼

搏，实干进取，争创一流’’之企业精神，而为之奋斗的几代开拓者，把

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煤炭事业，他们像煤一样燃烧着自己，把光和

热贡献给人们，他们“汗洒煤海，业铸矿山”，他们的业绩将永垂青史。

修志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其宗旨在于

搜集资料，去伪存真，展现历史原貌。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有关记述靖远矿区煤炭开采的资料极少，1 958年上马建设至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资料，有的散失，有的被毁；在知事人中

有的调离矿区，有的谢世，这为修志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好在靖远矿

务局档案管理工作起步较早，为这次修志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好在

参加这次编志的同志，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辞艰辛，广征博采，精

心笔耕；好在许多煤炭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积极提供资料，热心

参与审查评议，终于使百万字的志书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说这部志

书是凝聚着众多参与者的心血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部志书对于借鉴历史经验，认识靖远矿务局的过去和昨天，开

创靖远矿务局的明天和未来，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这

次修志工作也为今后继续整理完善续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时代，为了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热爱和尊重自己的历史，要善于借鉴前

入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开拓前进，把靖远矿务局建设得更加美好。

借此机会，谨向积极参与和支持、关心本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致

谢。并热忱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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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江

《靖远矿务局志》经过数年精心编纂，终于面世了。以志书的形

式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介绍靖远矿区，在矿区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

次，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可喜可贺。

一部志书就是一部历史。作为矿区发展的一名见证人，近30年

来，亲自经历了许多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些感人肺腑、可

歌可泣的建设壮举，不时萦绕心头，映入眼帘；那种无悔无怨、大公

无私的奉献精神，着实让人佩服至极，肃然起敬。

历史是一种记载，历史更是一种真实。当历史发展到今天，历史

也就成了现实的先河。因此，当目睹了靖远矿务局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展望靖远矿务局光辉灿烂的前景，我们很难忘记几代人为之谱写

的不朽篇章。

难忘矿区艰苦奋斗的历史。凡是耳闻目睹了靖远矿务局发展的

人，都会对靖远矿区的发展作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靖远矿区的今

天是苦出来的，这一“苦”字便活脱脱地道出了靖远矿区艰苦奋斗的

历史。开发建设时，当地有这样一句话形容矿区：“山似和尚头，有

河无水流，一日分四季，风沙昼夜游。’’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要建起一

座煤城，谈何容易。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面临困难没有退

缩，他们毅然向这不毛之地开战。其间，多少酸甜苦辣、多少风雨交

加、多少泥泞坎坷、多少雪霜交加，没有人算得清，没有人记得住。

困难他们踩在脚下，艰险他们抛在脑后，他们硬是顶了过来。每当想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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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们艰苦奋斗的情景，真是催人泪下，催人奋进。

难忘矿区自强不息的精神。矿区开发建设时，矿工们相互勉励，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活着干，死了算，拼死拼活建靖远。”这是'-3时

职工们建设祖国和靖远矿区时的忠心和决心，这是一种多么朴素而

又圣洁的精神境界。后来，人们又把这种境界概括为'-3时的五种精

神，这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姬三龙’’精神；人拉肩扛的精

神；枯河取水的精神；一口大锅闹革命的精神和干打垒的地窝子精

神。进入90年代，随着石圪节精神的再一次叫响和企业文化的出现，

矿务局又把这种精神凝炼为十六个字：“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实干

进取，争创一流”，这就是现在的企业精神。这种精神是几代靖远人

创造的，又伴随了几代靖远人。

难忘矿区引人注目的业绩。业绩是裁判、是证人。如果矿山依旧、

业绩平平，那精神何在?历史怎写?建设时的先天不足和突如其来的

企业改革，给靖远矿区创业带来了重重障碍。然而，靖远人却善于在

惊涛骇浪中行船，在搏击风浪中荡舟，在压力和困难面前干事业。自

1 969年恢复建设以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硕果累累：13对矿井和

606万吨能力的建成，1 6亿元固定资产的完成，6000万吨原煤的出

矿，质量免检的优质煤炭飘洋过海，一批批省纪录的刷新，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职工收入的逐年增加，省双文明模范单位的锦旗，思想

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的奖牌，国家大型企业的牌匾，都一一做了最好的

证明。

难忘矿区流血牺牲的矿工。我不免想起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要

奋斗就会有牺牲。矿区自开发建设以来，已有数百人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每当想起他们那熟悉的面孔，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深深感到

伤心难过。为了矿区的今天，他们流血牺牲；为了矿区的发展，他们

抛下家小；为了矿区的前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怀念。他们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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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太多太多，他们的功劳比天高、比地厚，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

的忠魂永存，他们留下的是流芳百世、永不磨灭的丰碑。党不会忘记，

企业不会忘记，职工不会忘记。

难忘记矿区继往开来的重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编印这部志

书，意在真实地反映矿区创业的过去，很好地总结成功与失误。更重

要的是肩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很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扬帆启航，劈波斩浪，驶向胜利的彼岸。我们深感

责任重于泰山，这是6000多名共产党员共同的责任，这是30000多

名职工的共同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企业的发展和再创辉煌自然

是全局职工的大事。只要我们牢记矿区的历史，不忘继往开来的重

任，弘扬传统，坚定信念，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务实工作，勇于创

新，一定能夺得两个文明双丰收，一定能使矿区的历史更光彩。靖远

矿务局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借此机会，谨向积极参与和关心支持本书编纂、出版、印刷、发

行的同志致谢。

一九九七年七月于靖远矿区



煤炭工业部部长王森浩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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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甘肃省省长张吾乐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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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28日。原

煤炭部部长于洪恩到靖远

矿区视察工作。图为在红

会一矿察看地面生产系统。

1990年元月，甘肃省省长贾志杰

来靖远矿务局视察工作，并深入魏家

地煤矿井下了解生产情况，慰问看望

生产工人。图为准备下井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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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到靖远矿务局视查工作。图为察看

魏家地矿工业广场。

1994年8月，煤炭部部长王森浩视察靖远矿务局。图为在红会一矿主井口

了解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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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元月，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到靖远矿务局视察工作，慰问职工。

图为在魏家地矿看望升井的矿工。

1985年lO月3日，原煤炭部副部长许在廉视察矿区。图为在局王家山煤

矿机房检查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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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第一工程处山西大同工区的建井工人

红会一矿综采队的采煤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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