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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国家建立战略大后方的历史背景下，西南三线建设蓬勃展开，1958年11月3日，

满怀激情的建设者们，创建了益门煤矿。今天，我们迎来了建矿50周年华诞!

半个世纪风雨历程，三代矿山人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青春年华；50年的峥嵘岁月，镌

刻着益门煤矿发展振兴的足迹。

建矿以来，益门煤矿生产原煤1460万吨、焦炭81万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03年至2007年，益门煤矿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共凉山州委、凉山州人民政府“工业强州、工业兴州”的旗帜下，积极推

进采煤方法改革，创新支护手段，充分合理利用煤炭资源，强化安全管理，改善矿区生产生

活环境，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企业。5年共生产原煤334万吨，实现利润4320

万元，上缴税费4293万元，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跨入凉山州工业经济综合效益30

强、四川省培育创新型企业行业。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波澜壮阔的一年。举世瞩目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圆了

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神七”问天，太空漫步，展示了泱泱大国的神采和风范；改革开放

30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益门煤矿历经沧桑，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铸就

企业辉煌。

益门煤矿编纂矿志，真实记录矿山1986年至2008年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鉴史、

利今”与“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塑造企业形象、弘扬企业精神、

培育企业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在矿志付梓之际，谨向凉山州委、州人民政府、会理县委、会理县人民政府、各级部门、

社会各界、同仁、朋友们多年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

让我们携起手来，坚持走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创新之路，开拓进取、奋力拚搏，为创

建益门煤矿和谐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矿长吴半农
二OO八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编纂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益门煤矿历史进程为依据，坚持史料连续性、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坚持撰写内容立足近

年、详近略远的原则。同时，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二、编纂矿志的年限为：1986年1月至2008年10月(部分统计数据截止S月)，重点

记述益门煤矿23的发展历史。

三、编纂矿志以概述为纲，机构沿革为经，各车间、科室部门专志为纬，生产、安全、经

营、管理、科技、改革为主体，辅以相关图表、照片及附录。

四、编纂矿志以公元纪年。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按编年叙写，力求言简意赅、真实客

观。

五、编纂矿志在结构上，结合企业实际，安排篇章排序，期望主体内容更为突出，主线

更为清晰，结构更为合理。索引以目为内容，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六、编纂矿志资料主要来自益门煤矿档案室所存文件及资料，以及州、县档案馆(室)。

少数源于口碑资料的，均已经过反复核实查证。统计数据以历年统计年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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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凉山州益门煤矿位于四川省会理县益门镇中村，系州属地方国有中型煤炭企业。矿区

公路与108国道相连，南距会理县城32公里，北距西昌市143公里，距成昆铁路永郎站45公

里。

益门煤矿现有在职职工1492人，离退休人员1480人；矿区有常住户1775户，4707人，总

人口5000余人。职工中有本科学历10人，大专学历29人，中专学历42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02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3人，中级29人，初级170人。企业努力打造结构合理、年龄优

化的职工队伍，促进企业科学发展。

益门煤矿现设有掘进队、二矿井、通风队、电站、后勤服务部、职工医院六个车间；党委

工作部、矿办室、总工程师办公室、生产技术科、安全监察科、财务科、劳动工资科、销售科、

企业管理科、供应科、机电动力科、发展改革办公室、中心化验室、武装部、保卫科、工会办

公室、离退体办公室17个科室和部门。职工医院为凉山州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

机构。矿山救护中队具备三级救援资质，承担凉山州九县一市矿山抢险救援任务。

益门煤矿已探明煤炭地质储量714万吨，可采储量535．5万吨。1958年建矿至2008年已

有50年的开采历程，核定生产能力30万吨／年，原煤产品销往州内各县市，远销攀枝花、成

都等地；有2×1500千瓦火力发电站1座，年发电量1000万度的生产能力；有年产300万匹蒸

养砖厂1座；有年洗选原煤30万吨洗煤厂1座；独资经营西昌市占地16．42亩的煤疗宾馆。

2003年以来，益门煤矿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强化安全管

理，达到了《四川省煤矿安全管理标准》的三级管理标准；不稳定急倾斜特厚煤层开采技术

研究与应用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井巷支护创新矿用U型钢柔性支架，树起了

采煤方法和井巷支护手段的里程碑，使煤炭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产值产量跨越式提

升，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稳步增长，衣食住行发生显著变化；环境保护力度加

强，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企业文化生活不断丰富，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06年开始，益门煤矿自筹资金8000余万元投入斜井技改接替工程，截止2008年8月，

主体工程基本建成，竣工后可年产炼焦煤和原煤30万吨；2008年8月开始，自筹资金1500万

元，新建一座年入洗原煤30万吨的重介质跳汰加浮选洗煤厂。

2008年7月，凉山州人民政府批准凉山州盐源盐厂整合方案，由益门煤矿绝对控股凉

山州顶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新建一条年产20万吨精盐生产线，实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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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扩能达标；投资1000余万元对原盐源盐厂附属煤矿进行技改，达到年产9万吨原煤的．

产能力；2008年8月开始启动凉山州盐化产业发展的可行性研究。煤矿以煤为主，多元发，

战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益门煤矿坚持走科技兴企、人才强企之路，不断培养和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

业技术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梯次改善企业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

才队伍的素质，为企业持续发展、多元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益门煤矿已经成长为凉山州工业经济综合效益30强企业、凉山州国有重点骨干企业

四川省培育创新型企业、四川省“质量、安全、信誉、无投诉AAA级”单位、银行信誉A级j

业，企业品牌和形象稳步提升。

在凉山州委、州政府及州国资委的坚强领导下，益门煤矿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矿月

工，着力营造企业良好的发展环境、拓展广阔的发展空间，培育优秀企业文化，创建和谐

平安矿区；坚持多元发展，为工业强州做出积极贡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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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5月4日 益门煤矿向州委、州政府报送关于井下职工家属落城镇户口的报告。

7月12日 煤矿完成全年认购国库券4万元任务。

7月14日 煤矿义务植树12583株。

7月23日 矿长确定1985年度3％升级，人数96人。

8月13日 煤矿上报《关于企业整顿复查工作的报告》。

8月27日 根据州工业局清档工作会议部署，开展清理财会档案工作。

8月29日 连日暴雨，洪水猛涨，新平硐、绞车道、煤仓、焦场被淹没，全矿停产、停

电、停水，洪灾损失总额27．2万元。

9月5日 州政府任命张绍福任矿长，原矿长刘振强调州经委任职。

9月 职工子弟校学生考入中专2人。

10月 益门煤矿驻成都办事处成立。

11月煤矿撤销2100采煤队。

12月13日 煤矿向州劳动服务公司报告益门联合瓷砖厂情况，望能解决煤矿待业

人员就业问题。

1987年

1月8日 益门煤矿副矿长李生荣、工程师李永到会理参加“矿电站与会理县电网向

大铜矿输电工程会议”。

4月15日 全年认购国库券7．28万元，其中个人4．28万元。

4月28日 职代小组长扩大会议通过1987年调资升级方案。

5月6日 党委任命整组后1987年民兵各级干部，基干民兵连长李全武，指导员何

治龙。

6月11日 煤矿召开安全紧急会，75人参加。会议传达省煤炭局安全紧急会议精神，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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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处理决定》，贯彻煤炭部8号安全指令。州

委、州工业局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7月24日 煤矿决定发放和使用职工医疗证，凭证就医。

8月4日 煤矿印发《“七·五”生产建设发展规划》。

9月子弟校学生考入大专5人、中专3人、技工校49人。

11月9日 煤矿向州工业局上报《关于财务税收大检查自查报告》。

12月12日 煤矿职代小组长扩大会议通过《1987年招工方案》，决定内招50名，其辟

井下35名(男)，地面15名(女)。

1988年

2月25日 益门煤矿举办待业青年就业前培训班，有学员124人，分电气、锅炉、’

机、水处理等专业。

3月5日 矿长张绍福、州工业局局长张全澄分别代表矿和州工业局签定《万家村：

改工程承包合同》。

3月22日 煤矿新建2#1500KW汽轮发电机组交付使用。

5月15日 因小煤窑在老山坪井田范围内新开井硐，造成井下发火，煤矿向州工：

局送交紧急报告。

6月1日 矿山救护队由生产技术科划归通风队管理。

6月10日 煤矿与凉山州法律顾问处签定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有效期一年。

6月15日 煤矿发出义务植树通知，每人3株，要求成活率80％。

9月23日 煤矿向州工业局提出申请在西昌修建老干部住宅。

10月 《凉山州益门煤矿志》(1958—1985)编纂完稿。

12月6日 中国共产党益门煤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12月17日 成立联合瓷砖厂招工领导小组，由张绍福、谭胜良任正副组长。

2月2日

3月12日

4月1日

4月22日

·d·

1989年

凉山州人民政府任命洪长伟为益门煤矿矿长。

省煤管局副局长郝庆林一行5人来煤矿视察工作。

白龙硐矿井(四矿井)成立。

省煤管局副局长宇万禄一行3人来煤矿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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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调整中夜班津贴，中班由0．3元调为1．1元，夜班由0．4元调为1．6元。

5月19日 益门煤矿党政工团代表全矿干部职工致电党中央、国务院，表达维护稳

定、反对动乱的决心。

6月10日 煤矿工人龚光贵给北京戒严部队寄去慰问信和100元慰问金。

6月30日 副州长肖光成来煤矿现场办公。

7月1日 煤矿饮水供水工程竣工，经上级部门验收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投入使

用。

7月7日 颁发第一批居民身份证工作结束。

7月13日 矿领导研究决定成立总工程师办公室、企业管理科，撤销矿志办公室。

7月23日 州长刘绍先来煤矿视察工作。

8月5日 煤矿作出《对掘进队白成伦等抢险救灾有功人员的奖励决定》，对7月10

日夜班+2155m井口主动参加防洪抢险的人员给予奖励。

8月11日 煤矿向州工业局报送《关于申请引进推广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采煤

方法的报告》。

8月26日 党委讨论决定重新组建矿计划生育委员会；撤销政治处；成立党委办公

室、组织科、宣传科。

8月28日 党委印发《举办党员、干部、班组骨干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

轮训班总结》。

9月2日 煤矿职代小组长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9月26日 煤矿发出《关于开展1989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1 1月 全矿党员评处工作开始。

11月 调整井下津贴，二线由O．4元调为O．8元，一线由0．8元调为1．6元；井下班中

餐二线由0．4元调为O．8元，一线由0．6元调为1．2元。

12月 三矿井开始“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采煤法”试采。

1990年

1月17日 益门煤矿党政工领导研究决定恢复教育科。

2月1日 党政发出《关于成立益门煤矿扫除“六害”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的通

知》。

2月1日 煤矿向州工业局报送《关于万家村矿井改扩建工程情况的报告》，主体工

程竣工，投资841．86万元。

3月8日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凉山州益门煤矿综合生产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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