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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汶矿务局志》 序

序

《新汶矿务局志》现在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件值得广大职工群众庆贺的事情。

编纂煤矿志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新汶矿务局从1983年10月

成立史志办公室，相继成立《新汶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开始发动群众，征集资

料。1984年9月着手编纂志书初稿。在上级的关怀和全局各单位、各部门及广大职

工的支持下，在全体编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历经6年编纂，两年审修，时跨8年

时间，现已印刷成书。

新汶矿区(莱芜、新泰和宁阳磁窑)煤炭开发历史悠久。据传春秋战国时期便

有人开采，有文字记载始于唐朝，至清末民初已初具规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

略军侵占矿区，掠夺开采。解放战争时期，矿井遭受战争破坏，煤炭产量甚少。1 949

年整个矿区生产原煤14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汶矿区进入了全面恢

复、开发和建设时期。经过三年恢复，特别是1956年建局以后，在省、地和煤炭工

业部、山东煤管局的领导与当地政府、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新井建设和老

矿井的扩建与改造，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开采技术、煤炭产量和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到1987年，已成为年产原煤设计能力705万吨，核定能力755万吨的大型矿

区，当年全局生产原煤947万吨。按销售额划分名列全国100家大型企业第68位，

按职工人数划分占全国第17位，成为我国主要煤炭生产基地之一。

新汶煤矿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孙村保泰公司的矿工，曾为反

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自发地举行过罢工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华丰、张庄、安仙

等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

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矿区组织工人武装，矿工们踊跃参军参战。建国以后，广大煤

矿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不畏艰险，克服困难，英勇顽强地同大自然进行搏

斗，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又为党和人民作出了新的1贡献。到1987年38年的时间，

新汶矿区不但生产出1．62亿吨煤炭，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培养锻炼

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

回顾建国后38年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特别是1958年

“大跃进’’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和lo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矿区生产建设受到了

严重干扰破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汶矿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生产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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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汶矿务局志》

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矿区煤炭生产和各项事业，根据上级对编纂地方志的指示精

神，继承修志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当今“资治’’，为后世“存史’’，我们组织

编纂了《新汶矿务局志》。该书共分18篇70章245节，约120万字，并附有图表

260幅、照片318张，以大量真实的资料，记录了新汶矿区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

映了新汶矿务局煤炭生产发展的跌宕起伏。它既是一部新汶矿工艰苦奋斗的光辉

史篇。也是一部惠及子孙后代的重要文献，同时又是一部向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鉴往知来，这部志书的出版，对全局职工尤其是各级

领导干部了解矿区历史，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开创新汶矿区煤炭生产建设的新

局面，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它将会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并必将极大地鼓

舞和激励全局职工热爱祖国、热爱新汶、热爱煤炭事业的火热情怀，继承和发扬

“齐心协力，扎实奋斗，顾全大局，开拓前进”的新汶矿工精神，以实际行动站到改

革的前列，为促进新汶矿务局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早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

大型现代化煤炭企业做出新的贡献。

《新汶矿务局志》虽然付印出版了，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记叙年代久

远，尤其是受10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原始资料大量散失，加之缺乏经验，水平

有限，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望全局职工和关心《新汶矿务局志》的人士不吝批

评指正，以求他日修改完善。

在《新汶矿务局志》编纂过程中，承蒙许多曾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

建国初期在新汶矿区工作过的老干部、老工人和有关人士给予了热心关切和帮

助，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全局各单位、各部门和广大职工给予了大力支持；省、市

和煤炭战线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给予了重视、关怀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

感谢!

I

新汶矿务局一局长≥缘参
中共新汶矿务局委员会书记刮关伤



《新汶矿务局志》 凡例

屈 例

一 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略古详今，古今衔接。力求达到全志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力求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语言精炼；力求能

够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述矿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 资料。本志建国前历史资料，摘自地质矿产部、山东、济南、青岛、泰安、南

京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大众日报社》和新汶矿务局档案卷宗。

建国后资料，主要由新汶矿务局属基层单位和职能部门提供。部分资料来自

当地市(县)档案、地方报纸、文献和回忆录、口碑。

三断限。本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至1987年。本着立足现代、详近略远的

原则，“概述”、“大事记”、“煤矿建设”、“原煤生产’’、“企业经营”篇，上溯至周朝(公

元前770"--前221年)。为尽量反映新汶矿务局现貌，“大事记”下限延至1989年。

四 体例。本志篇目结构层次分篇、章、节，并设附录；节以下标目，其下内容

繁多的章节，设小标题，用黑体字标出，不写顺序字码。

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诸体，以志为主；按事分类专题记述，采用编

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原则上不论

述，必要的论议夹于叙事之中。

五 文字。行文使用汉字简化字，从左至右横写。除引用古籍及用作姓名时用

繁体字或异体字外，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及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六 名称。各历史时期名称按规范书写；区域或单位名称用第三人称；人名直

书其姓名；地名以国务院和有关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名称为准。

技术设备名称，一律按原煤炭工业部统一规定的名称编写。
S



凡例 《新汶矿务局志》

记叙地名，凡古地名与现今地名不同时，在括号中加注当今地名；各历史时期

沿用的单位名称均用原名，各篇、章、节第一次出现时，在括号中注明现名称。

七记时。夏历的年月日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之前，采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

八计量。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规定的公制，数字除煤层层数采用汉字外，其

他数字均使用阿拉伯字码，单位使用汉字。文内4位和4位以上数字，不再采用

“，”分节的办法；5位以上数字，以“万舢亿”为单位数。

九人物。人物分“人物传略"、“先进人物"、“代表人物"和“历任领导人录"四

类入志，人物称谓直书姓名，是非功过如实记录。

“人物传略"。按“生不立传"的通例，凡在新汶矿务局有过较大影响已故者，不

问籍贯、职务，均载入“传略”。

“国家、省及省煤管局级先进人物”。凡获省级(含省级)以上荣誉称号者，列入

人物表；获全国和全省劳模荣誉称号者，载其简要事迹。

“历届代表会代表"。新汶矿区职工当选出席过全国、省各类代表会历届代表，

列表记载。

“历任领导人录"。建国前矿区主要负责人和建局后历任正局级领导干部，录

以简历；副局级党政领导干部，记入人物表l矿、处级干部收入名单。在企业发展过

程有突出事迹者，随文记入有关章节中。

+其他

图表。每图均标明图题、图注，并按篇统一编号，如图“4—3"，即表示第四篇第

三个图。表与图的编号方法相同。

注释。本志采用“脚注"(页末注)和文内注。

标题。“篇”独占一页，标题在横中线以上；“章”标题居中，上空两行，下空一

行；“节”的标题在前文后空一行书写，标题居中，下空一行。
’

附文。“附录"收入文献依原件照录，进行标点分段的，注明“原文无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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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为《新汶矿务局志》题

高新陡破矜局题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省长赵志浩为《新汶矿务局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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