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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兴隆庄煤矿志》出版之后，《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

又同全矿干部职工见面了，这是我矿史志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也是我矿企业文化园中的又一朵奇葩。

《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简要记述了两矿井发展变化的

历史全过程，时间总跨度330年，其中重点记述了1893—1994年

问黑山一兴隆庄矿井的沧桑巨变。黑山煤炭开采始于唐朝，古代

浅部开采，曾促使八陡、石炭坞地区陶瓷业兴盛和发展。在近现

代历史上，黑山矿遭受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和法西斯统治，黑

山煤炭被日本侵略者当作侵华重要军事物资，黑山矿工生活极其

悲惨痛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矿工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黑山矿工把矿井建成“大庆式

企业”。矿井资源枯竭后，黑山矿工们成建制接收了兴隆庄矿井。

在改革开放、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兴隆庄矿工抒豪情、寄壮志，

把兴隆庄矿井建成中国煤炭工业现代化矿井和质量标准化矿井，

并再铸辉煌，又把兴隆庄矿井建成高产、高效矿井。透过黑山一

兴隆庄两矿井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过程，我们看到了中国煤炭工业

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广阔前景。
’

《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简要记述了黑山一兴隆庄矿工

“爱国、爱矿’’的光荣历史传统和拼搏奋进的无畏精神。“爱国、爱

矿”是本书的主题。“爱国、反侵略"，这是包括煤矿工人在内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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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历史传统和优秀品格。“爱矿、保卫

矿井、建设矿井”，这是包括黑山一兴隆庄矿工在内的中国煤炭职

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特别能战斗的历史传统和优秀品

、格。回顾历史，日本侵略者对黑山矿井进行长达22年之久的经济

掠夺和法西斯统治，至今残存的日本炮楼、杀人场、万人坑等日

本侵略者屠杀中国矿工的历史罪证，告诫人们要警惕日本国内某

些反动分子抹煞日本侵华罪行的危险性，提醒人们要加强对“中

日友谊、世代友好’’重要意义的认识。在过去血雨腥风的岁月里，

黑山矿工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

爱矿刀的光荣历史。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黑山一兴隆庄矿工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拼搏奋进"，把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建成中

国煤炭工业一流矿井，充分展露了矿工“爱国、爱矿"的精神风

貌和“爱国、爱矿’’的赤胆忠心，谱写了黑山一兴隆庄矿工的正

气之歌，塑造了黑山一兴隆庄矿工光辉的群体形象。

目前出版《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一书，还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书弘扬了黑山一兴隆庄矿工“爱国、爱矿"的光荣

传统和奋争一流的进取精神，是对职工进行“爱国、爱矿”教育

的好教材。本书还对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凝聚

力也大有好处。在此，让我向付出艰辛劳动的本书作者，表示诚

挚的谢意。

最后，我希望全矿干部职工都要读一读这本书，做到鉴往知

今。我相信有着光荣历史传统和创造过辉煌业绩的黑山一兴隆庄

矿工，一定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把兴隆庄矿

’井建设的更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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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我黑山·爱我兴隆(序)

●

曼抽
正值我们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全矿上下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之际，《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的正式出版为我们提供了

一份进行“爱国、爱矿’’教育的好教材，这无疑是件大好事。该

书的出版，既是我矿前一阶段史志工作的总结，也是把我矿史志

工作推向新阶段的起点，这无疑也是令人高兴的一件大事。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借《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出

版之际，让我们重温一下黑山一兴隆庄两矿井的历史。黑山一兴

隆庄是两个各自具有典型意义的矿井，而通过成建制接产这根历

史链条，把两矿井紧紧联系在一起，融为浑然一体。黑山一兴隆

庄矿工就是凭借两矿井的舞台，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演出了

“爱国、爱矿"的生动剧目，为煤矿工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

忆当年，黑山矿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黑山煤炭被掠

夺，黑山矿工挣扎在死亡线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黑山矿

工组织起来，成立武工队，展开敌后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

矿-T--彳I"I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同El本侵略者展开生死搏斗，

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解放后矿井获得新生，矿工当家做主人，他

们凭一腔“爱国、爱矿"热情，用艰辛的劳动，在日本帝国主义

把黑山矿井践踏成废井的基础上，建起“大庆式企业”新矿井。真

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现在，兴隆庄矿井则



是煤矿职工在一穷二白的图纸上画出的最新最美的图画。兴隆庄

矿井为我国第一对年产30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成为中国煤炭工

业对内对外开放的窗口。兴隆庄矿工又凭一腔“爱国、爱矿”热

情，把矿井建成现代化矿井、质量标准化矿井，进而又建设高产

高效矿井。黑山一兴隆庄两矿井发展史上的巨大反差，证明了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紧紧依靠科学技

术，是矿井发展的根本途径；矿工“爱国、爱矿"的精神是振兴

煤炭事业的原动力。只要我们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教导，坚持“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信和依靠工人阶级，就会把矿井建设

好，把企业办好。

爱国主义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们在工作中要抓住这个主题不

放。在当前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我们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

的关系，把黑山一兴隆庄矿工“爱国、爱矿’’的优秀传统继承下

来，化为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岗位上多

做贡献。今年是我矿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起步的第一年；

也是矿井各项奋斗目标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年，我们要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把职5-．“爱国、爱矿"的热情引导到创建

高产高效矿井方面。史志工作也要为这个中心服务，为矿井发展

的现实服务，从这种意义来讲，《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发展史》的出

版是适时的，起到了鼓舞士气，为矿井生产发展服务的作用。借

此机会，让我向在史志工作方面辛勤耕耘的本书作者，表示衷心

感谢。 ．

回首往事，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展望前景，无限广阔。

我们正走在大路上，让我们满怀信心进一步把矿井管好，使高产

高效矿井的形象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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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井区地貌史





第一章井区地貌吏

第一、节 概 述

黑山一兴隆庄矿井，就原始自然地貌而言，黑山井区地处多山的博山

八陡镇境内黑山前根山坡上，兴隆庄井区地处鲁南平原孔孟之乡．的泗水河

畔。二井区开采前原始自然地貌仅有山与平原之别，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

别的地方。两井区开采后，井区地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井区不同的历史

烙印深深印在人们心里，令人难以忘怀。

黑山井区开采过程中，原始自然地貌先是出现了标志煤炭开采的井架、

厂房、矿工宿舍，后又出现了月本侵略者设置的炮楼、铁丝网、刑场等镇

压残害中国矿工的罪恶见证物。历史的血雨腥风、民族仇恨，至今残存在

黑山井区内。

与黑山井区截然不同，兴隆庄井区的形成，使原始自然地貌发生了可

喜的变化，平坦的土地上，迅速建起了井塔、厂房、楼房，现代化城市风

采覆盖了井区原始自然地貌，远眺近观，令人心旷神怡。

黑山一兴隆庄井区开采历史，如不计算古代煤炭开采吏，仅近代、现

代开采吏也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井区自然地貌发生了天地之别的重

大变化。一百多年的蹉跎岁月和沧桑巨变，反复证明了井区开采权和经营

权的重要性。珍惜今天的权利，创造美好的明天，成为新一代矿工的历史

责任。一百多年的蹉跎岁月和沧桑巨变，反复证明了黑山一兴隆庄矿工是

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爱矿”的光荣历史。继承历史传统、争

取更大光荣，成为新一代矿工的历史任务。一百多年的蹉跎岁月和i：三桑巨

变，反复证明了黑山一兴隆庄矿工勇于克服一切困难，敢于跻身中国煤炭

工业先进行列。保持矿井荣誉、再创辉煌，成为新一代矿工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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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黑山井区地貌

黑山井区，以山而名。黑山座落在博山城东南10公里处的八陡镇境内。

在多山的博山地区，黑山是数不着的小不点，山并不高大，满山是褐色石

头，相传这是此山冠以“黑"的因由。清乾隆年间，《博山县志》记载：

“黑山，县东十六里，石色黑，锻而为铁，一石得二斗，冶器取资焉。又多

煤炭，故名"。
’

黑山对面是些低矮的小山，黑山与这些小山之间自然形成狭长的地带。

在这个地带上20多个自然村分为两片，成半圆形拱围在黑山前，东片为八

陡镇；西片为石炭坞镇，后两镇合称八陡镇。

世代居住在八陡镇内的劳动人民，对黑山的认识是由穷山到宝山。黑

山山脉为东西走向，阳为前，阴为背。山上土层极薄，种植面积少，农作

物产量不高，山秃而荒凉，只有山前根有片狭窄的洼地，称为黄家大洼，是

片好地，在世代以耕作为生的劳动人民看来，黑山自然是穷山。相传唐朝

时期发现黑山底下有煤，且煤质优良，古代地面浅部开采，曾促使八陡和

石炭坞地区陶瓷业兴盛发展，自此，穷山变成宝山。现在，远眺黑山，无

数黑色、赤褐色、灰绿色斑斑土堆，其中大多是古代凿井采掘煤炭所遗留

下来的标志。

黑山井区位于淄博矿区的南部边缘，是淄博矿区中最早被帝国主义掠

夺开采的第二个井区。第一井区为淄川大荒地。第一座矿井为德国帝国主

义所建，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抢占的淄川炭矿。

清朝光绪末年，黑山这座沉睡的荒山被近代开采者惊醒，黑山前根凿

黄家大洼井，这虽是民营性质的小井，但却是黑山井区近代开采的开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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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开始，黑山地面上，庄稼人和挖炭工人相伴而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抢夺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日本侵略

势力渗透到黑山井区，建立中日合办博东煤炭公司。黑山前根树起了高高

的井架，山坡上建立工人窝棚，山前渣子堆越堆越高，越来越多的煤炭被

装上火车运出井区，运往日本国，供日本海军使用。

芦沟桥事变不久，日本军事占领淄博。日本侵略者在黑山井区建立黑

山采炭所，黑山井区进入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井区内到处血雨腥风，矿

工们受奴役、被残杀。黑山顶上日本人建立炮楼，住一个矿警中队，除镇

压屠杀矿工外，还对附近村庄进行扫荡，抓捕中国抗日军民。最可恨的是

矿警中队中还有一部份伪军，群众称之为。三本一、。中国鬼子"，当地群众

十分痛恨。三本一。日本侵略者在黑山腰一处低洼的地方设立刑场，枪杀矿

工和中国抗日军民，矿工叫它“万人坑一。井区周围设铁丝网，矿工出入失

去自由。日本侵略者可能预感寿命不长，在井区进行投资少挖凿快的浅部

开采，先后建设9对井口，这些井口如同野兽，贪婪地吞食黑山煤炭，吸

吮着矿工血泪。 ·

，’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矿井，井区获得新生。‘在一次次植树造林活动’

中，昔日荒山、秃山披上绿装，黑色渣子堆越长越高，好像黑山前又冒出

一座座黑色山头。整个井区黑绿相间，黑的可爱，黑的宝贵，绿的秀气，绿

的喜人。运煤机车汽笛声，声声响彻井区上空。4000多名矿工上班下班川

流不息，井区一片繁华兴盛气象。黑山井区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充满生机活力和对人类的奉献精神。80年代初，黑山井区像人一样苍老了，

煤炭资源枯竭，矿井报废，昔日最惹人注目的渣子堆黑色减退，被淡淡的

白烟所笼罩；井架不见了，运煤列车不再运煤，昔日人群拥挤的现象不见

了，井区空旷。黑山顶上被八路军炮火摧毁的日本炮楼残骸，还顽强的印

证着黑山井区的一段历史。

然而，认识是无止境的，发现也是永恒的。在绿色的山腰里，出现一

片黄颜色，这是八陡镇新开的砂厂，这种砂是制造玻璃的原料。黑山真是

宝山，除煤炭外，还蕴藏其它的矿产。原矿井机关所在地，现在变成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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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当年半山腰的黑山矿校地址，现在挂起了鲁东乐器厂的牌子，厂房

不大，名气却不小，这又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烙印。黑山井区像古代童话老

人那样开始返老还童了。
●

第三节 兴隆庄井区地貌

。

一

．。f1．．

兴隆庄井区，因村而名。“兴隆庄"为一自然村，座落在井区西部3公

里处的泗水河畔。兴隆庄井田地处兖州煤田的东北隅，离兖州城10公里。

这里是鲁南平原，土地平坦，土质肥沃，盛产小麦、玉米。这里交通方便，

京沪线从井田东部穿过，公路北行30公里即达孔子故乡曲阜市，南行15公

里即达孟子故乡邹城市。

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世代以耕作为生。春季田野里麦苗青青；夏

季，麦熟了田地一片金黄；秋天到了，人们忙于收割玉米。在漫长的中国

封建社会里，农民们以填饱肚子为主要生活目的，几乎不再去追求什么别

的东西，因而居住条件很差，房屋院墙以土坯垒起，柴草乱堆，村中道路

狭窄，雨天泥水满街；猪羊不圈养，满街乱跑；人们衣着简单。总之，原

始和古朴是这片土地的特点，是兴隆庄井区开发前的特点。

兴隆庄井田发现较晚，没有古井开采吏。值得庆幸的是德、日法西斯

的铁蹄虽曾践踏过这片土地，但侵略者也没有发现地底下的秘密，煤炭资

源得以保存，没受到任何损失。

1957年，钻机的轰鸣声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地下煤炭被发现。1973

年，5个建井处汇集在这里，田野变成工地，开始施工建设兴隆庄矿井。施

工高潮期工地建设者达到23个队，9877人。建设者们仅用6年半的时间就

建成兴隆庄矿井，建井速度之快，工程质量之好，成为煤炭工业建设的壮

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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