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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查 ·1·

鸡西矿务局继承盛世修志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按照煤炭

部、东煤公司及省、市的部署，于1983年6月开展修志工作。刮

1987年，所属矿厂院校及专业部门编写的47部志稿约630万字已

陆续问世；1989年，150万文字、500余张图照的《鸡西矿务局志》也

脱稿付印。这是鸡西矿区开发80年来第一部志书，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对于这一浩繁文字工程的

胜利完成，我表示热烈祝贺；对从事修志工作的全体专兼职人员，对

关怀指导编纂的省、市志办领导，对热心提供珍贵史料的历任局处

各级老干部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编纂《局志》，旨在认识过去，把握现在，谋划未来，借鉴历史成

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反映煤炭工业发展规律，更好地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搞好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局志》编纂始终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

事求是的严谨态度，系统、翔实地记载了鸡西矿区80年来的历史，

特别是矿务局成立后38年来的变化及其各历史时代的特征，校正

了过去的某些传记的谬误。
‘

在《局志》编纂中，其资料已先后为局内外许多单位所利用；并

摘报煤炭部、东煤公司、省、市编史修志(年鉴)用史料20余次；局属

技工校还参考《局志》初稿编写了7万余字的传统教育教材。这说

．明，《局志》已开始发挥其“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现在《局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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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版，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资治当代，

惠及子孙的作用。

《局志》资料源于矿务局和省内外历史档案馆(室)、局机关处

(室)及矿(厂)志稿，也有部分知情者的回忆录。虽经考证核实，仍难

免错漏，敬望读者、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二一i

‘鸡一西矿务局长
．

，
．；

《局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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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82年6月和10月，原煤炭工业部、黑龙江省煤管局先后

要求矿务局编写《局志》、《矿史》，1983年5月矿务局成立史志编研

办，拟由局、矿、厂合写一部50万字的《鸡西统配煤矿发展简史》。

1984年初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基本建设局史志办和鸡西

市志办先后通知鸡西矿务局向《中国煤炭史》、《东北煤炭生产技术．

发展史》、《当代中国》、《省煤炭志》和《市志》提供史料，因此决定编

写一部150万字的《鸡西矿务局志》和32部矿、厂、处、院、校志，以

适应各方面的需要。

1984年3月，局组织所属矿、厂、处、院、校和局机关处、室、部

计1 94人编写志稿，经两年努力编写出29部矿、厂、处、院、校志，31

个处、室、部编出志稿(资料)it约630万字，为《局志》提供了基础资

料；1985年《局志》办编辑人员从清朝、民国、伪满的档案书刊中收

集鸡西矿区史料300多万字(内有日文资料87万字)；收集解放后

老干部回忆录12万多字，年鉴、档案资料470万字；尚有各种图照

千余份。 一

1986年5月开始编写《局志》。在矿务局领导的关怀和东煤公‘-

司志办、鸡西市志办的热情指导下，到1989年9月完成了181．3万

字的《局志》送审稿，报送矿务局有关领导和市志办编委、市方志学

会、市志办和东煤公司志办领导审查，并按审稿意见修补、删改，

1990年2月8日，《局志》编委会集中审查通过，2月24日呈报省新

闻出版局批准后投印。

《局志》共l 5编98章432节，计150万字，内插地图、示意图39

幅，数表367种，照片440张。《局志》分上下卷。上卷载有概述、大．

事记、矿区地理、开发建置、基本建设、生、产技术及其管理、安全监

察、企业管理(1—7章)；下卷：企业管理(8—13章)、科研教育卫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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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党群工作、公安武装人民防空、外事往来、人物、附录、基

层简介。

《局志》在编目设计、资料选择和编纂方面，坚持以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为指针，以对企业领导和专业工作者起资政、‘教育、存史作用

为出发点，除一般企业志的内容外，增设领导体制、党委中心工作

(含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运动等篇章，并注重记述全局重大历史转

折点上的突出业绩，对推动矿区事业发展的每项重要工作的开始、

发展、变革、结束，新的接旧的都予记述，对其没有演变或存史价值

不大的中间过程则予简记或免记。
’

《局志》是按照地方志体例结合矿务局实际，坚持志体与史体相

结合，以志体为主；专业与部门相结合，以记述专业为主；历史与现

．实紧密衔接，突出记述现实。

《局志》所记史料，上限至清朝末期发现煤田和少量挖采开始，

下限到1985年末。

《局志》文体和印装，基本上是按照省志编委会关于志书文字规

范化和出版印装要求执行的。

《局志》中的历史分期，是围绕煤炭生产发展为核心，以全局经

济、政治和领导体制的重要演变为界限划分的。通过记述各方面的

盛衰起伏变化，体现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方面的经济规律。
· 《局志》正文记述的是已发生的历史事实。史实涉及到的计划、

规划、方案、制度、规章、守则、措施等只简记其名称、由来、条款数和

必要的兑现程度；重要的典章、条文则载于附录或注明其存藏地。

《局志》记有接收恢复矿厂时期的老干部、创业者；解放后局处

级干部、发展矿区有建树者、革命烈士、局级以上的劳模标兵、市人

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局(矿区)党委委员、矿区(局)工会委员、局

(矿区)团委委员、省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有留用日

本人、苏联专家、出国考察人员等共4 791人次。还记有清朝末期、

民国、伪满开发鸡西矿区72人，大把头、大汉奸2人。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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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
· _一◇

一、尊重老干部的建议，《局志》不单放个人题词，不放领导干部

个久工作照。 ‘， ‘．

一

、‘

；二、对局党、政、工、团的正常例会，对副局级以上干部的任、免、

撤i离，对局机关处室的正常设、分、撤，除属首次、首任外未载入大

事记。’?‘’‘| ．．

‘
’·

． j ：。

，’}三、《局志》所列主要统计数字，均以局计划处《历年统计资料汇

编》为准；无正规统计的数字，因无法核实校正，故按有关部门原提

供的数字入志。

j四、对全局的一些综合性活动，如工业学大庆，整顿企业及经济’

体制改革等，均记入开发建置编中；对全局性的质量管理活动，在企

业管理编设专章记述。_
’

： ．’ ；，

， 。五、有些章节内容本应合并记述，例如人民政府接收矿区后的

矿厂建设，应合记在开发建置中，基本建设的建井章中的土建应合

记到建筑章中，林业章中的小煤井和工农业生产应合记到集体经济 ．

编中，但编者考虑到历史状况、专业分工，特别是现实需要等因素，

故仍予以分记，因而使某些记述出现重复。
、

。编纂人员对《局志》的编辑、出版，虽已竭尽全力，但因政治思想

与修志业务水平不高，在志书谋篇布局、资料翔实、文词运用诸方面

仍难免有误，敬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热心帮助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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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匕矿务硒"L疋的即协坩：I：仆七殷鸡两r何鹏碰K铁路I萄中心人街西部地K的面貌

目酃地M的全貌 火车通过的公路地段於1984年新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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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鸡两矿区工会办公搂及矿务局南山地区职I二住宅群

80年代矿鍪局所在地区市容(从东向西远眺



矿务局招待所f前偻建予1950年

府楼建J-1972年

煤炭I：业部授产鸡西矿

务局的科研成果荣誉证}5。

黑地江省授予鸡西矿务

荣誉证书
在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发展中，你们的成

果策获煤炭I业部科学拄术进步奖一等奖，

特发给荣誉证书，咀资鼓励。

唬讯#称蛹斟长譬乐堪
藏奖莉

暇扭堆位鸠i矽毒局
协作雌位

浩曲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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