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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九八三年四月，根据淄博市重工局的部署，我矿开始筹备矿

志编写工作，八四年三月山东省冶金工业厅召开全省第一次冶金系

统冶金史志编写工作会议，至此我矿编志工作在省厅直接领导下全

面展开。矿党委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由矿长任组长的编志领

导小组，下设编志办公室，抽调了专职工作人员。

在省厅的关怀指导下，在矿党委和各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于

一九八四年八月完成了矿志初稿，并打印报送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及

淄博市重工局冶金志办公室审批。

一九八六年六月总公司召开金省第三次冶金史志工作会议，确

定将全省冶金志的下限年度由1983年廷至1985年底；所以我们又将

初稿做了补充修改，作为本书定稿。

编写志书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但对我们这些门外人来讲却是

一件新事物，一切都需从头做起。我们编写的这本矿志，只能对本

矿的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记载。至于在这段历史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有什么教训，我们没有加以评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本书能

对读者起到借鉴历史经验和以后续写本矿志的接续作用。
， 在编写本矿志过程中，承蒙淄博市重工局冶金志办公室、市档

案局、省总公司冶金志办公室等部门及在我矿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大

力支持，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此我们谨表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缺乏经验，错误实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

山东洪山铝土矿编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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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淄博市地方工业局下达(56)博工人字第205号文传达市委工业交通工

作部批复。任命孙庆泉为淄博铝矾土矿矿长。组成12人的建矿筹委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洪山磁石生产合作社属市手工业管理局领导。有社员324人。临时21250人，

共374人；其中有党员23人，专职党支部书记杨维岳，有公积金和公益金6

万元；耐火粘土年产量68，116吨，产值200．91万元。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山东省工业厅指示，经淄博市地方工业局与有关部门协商，将原洪

山区磁石生产合作社过渡为山东淄博铝矾土矿筹备处。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经淄博市委批准，周竹林任中共淄博铝矾土矿支部书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淄博市人民委员会下达博工人字(57)第43号文，批准山东淄博铝矾土

矿筹备处与公私合营信谊工矿原料厂合并，命名为山东淄博铝矾土矿。下设

10个科室、2个采区、1个分厂。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
‘’

中共洪山区委批准成立淄博铝矾土矿党总支，撤消原党支部。周竹林任

总支部书记，杨维岳任副书记，总支委员会有7人组成。
一



一九五七年七月 ．

日本耐火材料访华代表团三谷广通等人来我矿参观，由孙庆泉矿长、钟

秋衡科长等陪同。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中共山东淄博铝矾土矿首次全体党员大会召开。

，一九五八年三月

淄博市冶金局勘探队进入我矿洪山矿区进行地质普查勘探。

一九五八年四月

矿调整组织机构，将原9个科室合并为6个，根据生产的发展，成立三

采区(王村采区)、四采区(天台山采区)、博山分厂．；生产矿区有五个即

一、二、三、四采区和博山分厂。 。

～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全国大跃进钢铁元帅升账产量翻番。我矿耐火粘土熟料年产由1957年的

165，633吨增加到463，096吨。增长179．59％，产值由上年的492．48万元。增

加到915．88万元，增长85．97％，利润由1957年的107．21万元上升到175．45

万元，增长63．65％；职工人数由1755人增为3819人，增长117．61％。

一九五九年三月

张慎谦出席山东省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荣获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经淄川区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淄博铝矾土矿委员会。由11人组成。周

竹林任党委书记、杨维岳、邵仁奎任党委副书记。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中共淄博铝矾土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7月13日召开。14日结束。

出席会议正式代表66人，列席代表22人(全矿党员总数312人)；选举产生
4



了矿党委会。有11人组成。周竹林任书记、杨维岳、邵仁奎任副书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矿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陈兴俊任工会主席。

一九五九年

苏联专家来矿参观。

一九六O年一月

张慎谦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鉴于淄博铝矾土矿生产场地分散任务繁重，为加强对该矿领导，经市委

研究决定：中共淄博铝矾土矿委员会收归市委直接领导。

一九六O年

． 淄博市冶金局勘探队结束在洪I山矿区的野外工作，共打钻孑L29个，进尺

1，317米，因施工质量差达不到地质要求，没有提交资料，拨钻撤一出该矿

区。

一九六O年

赵桂芬出席山东省工交财贸基建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荣获先进生产者

荣誉称号。

一九六一年一月

根据省、市委指示，我矿抽调83人支援国防建设，其中干部4人，壮工

56人，炊事员2人，风钻7-_20人，支柱工1人。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

经市委3月22日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王孚春任洪山铝土矿矿长。



一九六一年、

四采区(天台山)停产下马。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国民经济调整，根据上级指示全矿下放职3二267人。

。‘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7

山东省冶金工业厅下达(62)东冶基字第80号文通知。为保证对全国耐

火材料的供应，便于经营管理，经山东省计委(62)计划冶字第10号文批复。

将山东淄博铝矾土矿分为两矿；命名为洪山铝土矿(包括洪山、博山、罗村

三个矿区)和王村铝土矿。从6月1日起各自独立经营核算，隶属省冶金工

业厅耐火原料公司领导。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经淄博市委研究决定，周竹林任中共洪山铝土矿委员会书记，邵仁奎任

副书记，‘王孚春任洪I【|铝土矿矿长。何开政、田振岳任副矿长；张希周任中

共王村铝土矿委员会副书记。

一九六二年五月

二采区(袁家山采区)因矿源采尽，经上级批准撤销。

一九六二年五月

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一队进入罗村矿区进行地质普查找矿。

一九六二年七月

从五月开始我矿地测科对罗村矿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j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产量降到72，457吨，产

值226．44万元，利润39．18万元，职工人数1，050人；累计精简下放职321，168
：

人。’



·九六三年三月

矿地测科开始对洪山矿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共洪山铝土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5月22日召开，23日结束，-

出席正式代表32人，列席代表6人(全矿党员总数130人)，选举产生了新

的党委会，由9人组成，周竹林任党委书记，邵仁奎任副书记，根据市委指
，

‘

．

示选举产生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周竹林、张希廷二人当选。

、 一九六三年六月
●

从四月份开始，地测科对罗村矿区继续勘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周竹林(矿党委书记)、张希廷(22人党员)出席淄博市第三次党代
厶
Z；0 ’

一九六三年 ，

赵桂芬出席山东省工交财贸基建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荣获先进生产者

荣誉称号。

一九六三年

召开矿二届职代会，边文侣任工会主席。

’-九六三年十二月

继续下放职工，全年为56人。

．一 一九六五年五月
‘

，：

山东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一队第二次进入我罗村矿区进行野外地质评价

工作，年底撤出矿区，共施工钻IL21个，进尺1，020．14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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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

山东省重工业厅报请省人委批准下达了洪山铝土矿西山矿区设计新任务

书，决定自1966年开始对西山矿区续建，设计规模年产硬质粘土15万吨，服

务年限30年，投资570万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

根据省、市委统一布置，全矿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至15日结束历时9

天，参加人数共140人，其中干部132人，工人8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提交《洪山矿区地质储量计算说明书》，。获工业矿量273．19万吨，远景

矿量119．03万吨。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矿地测科结束洪山矿区地质外业工作施工钻孑1：39个进尺1，332米。转入

内业资料整理编写地质报告。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

‘冶金工业部以(66)冶计字第938号文下达《山东洪山铝土矿西山矿区

一九六六年基本建设计划》。指示山东冶金工业公司负责我西山矿区(即博

山矿区)建设；确定年产20万吨规模，二九六六年由冶金部拨款50万元，开

始恢复基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山东省冶金工业公司指示，由省冶金矿山设计院11人，省公司基建

处4人、矿山处1人、省建设银行2人，洪山铝土矿王孚春矿长、何开政副

矿长等6人在博山矿区举行会议，对该矿区设计的主要原则即采矿部分、地

面部分、煅烧工艺设计原则三大问题进行讨论，统一意见，5月16日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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