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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对全体煤矿职工教育，为编写省志和省煤炭志提供了宝贵的基i

础资料。《河北地方煤炭悬》在编写中，注意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一?
’

‘●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在文字上也‘
。

比较简练、准确、朴实、通俗，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体例采用

横分竖写，述而不作、言简意明的记述体，寓褒贬于其中。广大煤矿
，

● -

职工将从这部志书中鉴古知今，吸取丰富的营养，接受珍贵的遗产，
’

‘

提高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为河北地方煤炭工业的建设谱写新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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箩 d一、本志为河北地方煤炭专业志。全书13章，幸下设节、日；

二、首章为大事记，按年顺序编纂。每个历史事件，有明确日
‘

期者，标明年、月、日，日不清者，附于月末，月不清者，附于年

耒，+同日、同月，同年者每条前标“△”符号；
·

。

：． 三，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合的综合体例叙事，

图表分别附各章，节中，

；， 四，1972年划归统配矿的邯郸矿务局，下花园煤矿，八宝山煤矿

l。的历史资料，本志未予记载；

，’ 五，上限追溯到有记载之年代，下限至1988年束；

； ：7 六，坚持“生不立传黟原则，对本省地方煤矿建设发展有所建树

．者，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对省，部级劳动模范列名录，
’

‘

七，志末编有附录，附载不宜收在正文而又有保存价值的材料，

。供参阅o
、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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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位于北京市周围，与天津市毗连，总面积18．77万平方公里。在这片群山、丘陵，高

原，盆地乃至平原的广阔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已探明储量达152亿吨，而且煤

炭品种齐全，有气煤，肥煤、焦煤、贫煤，褐煤和无烟煤。省内铁路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

达，为煤炭工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1988年，全省生产煤炭6386．6万吨(含开滦煤

矿)，地方煤矿为2296万吨，占省内煤炭产量的35．95％，在全国地方煤矿产量中，仅次山

西，四川，河南，湖南、山东，‘贵州，居第七位，是河北能源的主要支柱之一。 ·

。，
。．

■

， ．．．一
二

● f ‘●

。

，
，=

，

河北煤炭开采历史悠久。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期，在易县的燕国都城就有用煤铸

钱的作坊。东汉末年(公元210年)，曹操在邺城的冰井台中，曾储藏煤炭数十万斤，表明

煤炭在当时的重要地位。隋唐年间，柳江石门寨，平泉县松树台、杨树岭一带，曾有朝鲜人

开采煤炭。晚唐时期，阜平县炭灰铺开始煤炭开采。一宋代，从北部的曲阳、井陉到南部的沙河、

4磁县，民间挖煤甚多，其中五大瓷窑之一的“定窑"，就已用煤烧制瓷器。明代时期，由于生产

，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人口的迅速增加，对煤炭的社会需求日渐增大，群众开采小煤窑者日益

、增多，磁县、井陉、兴隆、沙河、蔚县等地方都办了不少浅部开采的小窑。进入清代，由于手工业

进一步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比明代更为突出，煤炭开采再度兴起。直隶总督孙嘉淦极力赞同开

矿采煤，在他的倡导下，开采煤窑要由工部签发执照的办法，’改为地方官吏“给票，，，不但简化

了手续，放宽了限制，更促进了煤炭生产的发展。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清政府不断受西方列强

侵略，认识到要加强防务，置办军火，必须开发煤、铁业。到清末，直隶7个府、9个州、14个县开办

了煤矿。规模较大的除开平、滦州、井陉矿务公司外，还有中比合办的临城矿务局，六河沟煤矿

股份有限公司，磁县怡立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民国初年又开办了柳江煤矿、长城煤矿、涿鹿县

武家沟兴华煤矿、沙河县公孚煤矿等。较大煤矿开始使用机器。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

路势力由东北渐渐向华北逼近。1935年3月，柳江煤矿公司，被皇该公司矿区毗连之中日合办

“泰记煤矿公司’’日方经理指为侵犯矿权，迫使资本家把矿权廉价“卖"给日本人。1938年，

日本人到承德老爷庙矿区收买了西沟，南山等小窑。1940年正式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老爷

t‘庙矿业所，，。1938年1月，日本人佐伯仙之助出资十万元，在柳江矿区附近之瓦炸窑成立裕新

‘炭矿。1940年12月，日本明治矿业及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同原怡立公司，中和公司少数股东，‘

。共同成立磁县炭矿矿业所。随着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对河北煤炭资源进行了野蛮的掠夺，造

，成了资源的破坏，矿井停产和工人失业时有发生。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对煤矿给予了保护

。．和支持。1938年春，八路军由晋东进驻沙河县公孚煤矿(章村煤矿前身)，派地方工作团干部王

，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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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姚广到矿宣传抗日救国，并与资方谈判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同年5月，在矿建立了地下党支

部。这年loY]，由冀晋行署接管阜平县炭灰铺村的私人合股煤窑，定名为搿胜利煤矿矽。该

矿为优质无烟煤，边区政府用以取代焦炭， 进行炼铁制作兵器，为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一 ’。j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边区政府接管了一些地方煤矿， 帮助煤矿医治创伤和恢复

发展生产。 在沙河县接管了靠公孚煤矿，，并改称“大众煤矿"，在磁县都党接管了私人合

股办的煤窑，建立"tt建煤矿"。在涿鹿县武家沟的“兴华煤矿妙入股，。组成公私合营企

业，后改称q新生煤矿矽。在热河省接管了鹰手营子老爷庙煤矿。柳江、长城两煤矿公司贝匾

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员接收。长城煤矿公司不久恢复生产，柳江煤矿公司因日本人将机器

设备拆卸，无力恢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并始重建，恢复生产。 ；

’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地方煤矿经历了恢复、整顿和发展阶级。1958年群众大办小煤矿，

1969年各地市新建70多个国营煤矿，1973年开始大搞矿井技术改造，1984年在“国家、集体、个

人一齐上的’’方针指引下，乡镇煤矿大发展。广大煤矿职工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艰苦奋斗‘

．‘努力进取，使地方煤矿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截止1988年底，共有国营煤矿83个，乡镇煤矿1530

个。从1949年至1988年累计生产原煤2．83亿吨，其中乡镇煤矿生产1．04亿吨，对河北国民经

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 j
；

，、 ．7

、‘

(一)对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查明了各个矿区有关地方矿的地质储量和地质情况。

在模清资源底数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建设了一批新井，对原有生产矿井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

矿井生产能力。1969年至1988年国家投资2．98亿元，新建了老柳江、磨窝、三王村、都党、灵山岗。

+北、三河、衡水、显德汪、暖儿河平峒，’蔚县西缅庄等lo处矿井，总设计能力313万吨。1973年

至1988年矿井技术改造投资2．73亿元，完工项目104项。从矿井改造的效果看，1972年国营

煤矿产量为482．27万吨，1988年为921．89万吨，净增439．62万吨，其中有340万吨的产量是通

过基建技改增加的，占总净增的76％。 一
‘

。‘

． (二)1970年以后，新建矿点不断增加，1973年又开始大规模的矿井技术改造，而加强

生产技术管理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1975年4月，省地方煤炭公司在涿鹿煤矿召开改革采。

煤方法观场会，大力推广了壁式采煤方法。同月，又在柳江煤矿召开巷道锚喷工作会议。从

1981年起，随着采煤方法的改革，有计划地装备了一批金属支护工作面，到1988年底，在72个

正规采煤工作面中，已有35个金属摩擦支柱饺接顶梁工作面，有的矿还使用了单体液压支柱，

使企业坑木万吨消耗由191．16立方米，降到139．7立方米，原煤坑木消耗由174．24立方米，

降到121．6立方米。在采掘机碱化方面，1980年磨窝煤矿使用了ZmP一1×50型采煤机，月产

达到1．56万吨，回采工效3．7吨／工。1983年显德汪煤矿装备了2个高档工作面，1984年都党’．

煤矿使用50型机组，1985年显德汪、磨窝煤矿引进日本s一100型半煤岩掘进机。蛰]1988年， ，

岩巷掘进装备了机械化作业线12条，”动力单一化作业线7条，使掘进机械化达到3％，采煤

机械化达到21．80％。
。

’

‘ +’

．。

1在开展文明生产矿井建设中，省地方煤炭工业公司制定了“文明生产矿井验收试行标准丹，+

各矿都把此项工作当作重点来抓。1986年，焦窑、赵村铺煤矿首先建成文明生产矿井。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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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有磨窝，焦窑，申家庄煤矿和乡镇小园煤矿达到部级标准，有三王村等10个地方国营煤

矿，予洪寺等3个乡镇煤矿达到省级标准。1988年有磨窝等7个地方国营矿，予洪寺等3个乡镇

矿达到部级标准，26个国营矿及乡镇煤矿达到了省级标准，标志着全省地方煤矿的发展，进

；入了新的阶段。
～

- (三)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煤矿工人的安全生产。多方采取措施，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教

1育，伤亡事故逐年下降。从1971年到1980年，百万吨死亡率平均每年为13．4人， 1981年到

1988年降为平均每年7．77人。其中以1988年为最好年份，百万吨死亡率为3．39人。主要是采

取了以下措施： 。：

， 1．实行安全目标管理。每年省地方煤炭公司将控制指标下达给各地、市，要求企业死亡事

故为零。以此为进行检查工作和评比的依据。对实现控制指标的单位和领导给予奖励。 ’j

。

? 2．开展通风瓦斯会战。1984年在全省地方煤矿中开展此项会战后，解决了一些矿井通风

·能力不足，有效风量率低和通风瓦斯管理制度不严的问题。。． ．i，

～， 3．加强职工培训。从省到各矿层层举办安全培训班，对安全专业人员和各工种进行培训，。

关健工种不经培训不准上岗，有的是请“老师矽到矿做培训指导，解决安全生产中的关键问

、题，有的是委托各学校办脱产培训班。，．
‘

．

j 4．抓好多发事故矿和安全大检查。对多发事故单位，经常检查重点指导，采取挂号销号

．办法，促使领导的重视。省地方煤炭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进行填

表“三落实"。各地，市每半年进行一次大检查。 一

5．进行安全补欠，落实安全技措资金和项目。从1982年到1988年，煤炭部及省(包括

。，地方公司及省计经委)共补助安技措项目191项，补助款2132万元。同时，各矿每年还从

维简费中提取20％作为安技措费用，除两个省属矿外，每年有400多万元。。

． 6．加强救护队的组建和管理。到1988年底，已有3个地区和8个较大的矿(县)建立11个

救护中队，还有11个矿建立了辅助小矽、，总配备人员348人，有救护车30辆，有主要仪器和设

备1449台件，遇有一般事故，能及时进行抢救。 ．

(四)进入八十年代，地方煤矿的经营管理工作开始转轨变型，由生产型逐步向生产经

。 营型转变。1981年开始推行经济责任制，后来又发展为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计划管理、劳动

工资管理，财务管理，物资供应、销售运输和多种经营作了大量工作，使煤矿的经济效益逐

年提高。：近几年，各种涨价因素不断增加，煤炭销价没作大的调整，有些矿出现了亏损，为
’

此，抓了成本目标管理和成本核算，降低物耗、提高煤质、提高劳动效率，取得了一定成绩。

6．19 88年比1987年原煤产量提高2．05％，万吨煤坑木消耗下降8％，全员效率提高8．9％。

． 全省71个有成本核算的国营企业中，实现盈利的有55个，盈额1740．7万元，比1987年增长1．17

．倍。亏损企业16户，比1987年减少1l户．，亏损额减少697万元，减亏25．7％。1988年共为国

家提交税金1735万元，企业留利也由1987年的492万元增加到1988年的680万元。 ．

‘

(五)乡镇煤矿的发展始自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国家号召“全民大办钢铁，万人

、上山挖煤"．几乎有煤源的社队都开办了小窑。到年底，全省小煤窑已发展到1447个，参加

挖煤群众有7万人，日产煤炭8000多吨。由于群众到处“开眼”，没有统一的规划设计，且

又多为土法开采，因此，这些没有生命力的小煤井，时间不长也就销声匿迹了。t970年在全

国大办“五小矽工业的带动下，社队小煤窑再度兴起，到1976年，产量上升到281万吨。197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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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在国家允许致富的条件下，农民纷纷开办小煤窑。 1983年

底，全省社队小煤窑已发展到509个，生产原煤631万吨，与1976年相比，增加了1．25倍o、

1984年春季中央又提出了“有水快流，，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乡镇煤矿的发

展更加迅速。但在执行中，管理工作跟不上；曾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1986年省政府成立。

一了乡镇煤矿整顿办公室，经过整顿，到1988底共有小窑1536个，比1985年的2036个减少了
’

500个，全年产量却增}J11235万吨，达到了1374万吨。多数矿井装备了“四小件"，有的在井

‘下用上了矿车和金属支柱，安全状况逐步得到了好转。1988年在乡镇煤矿中，有乡镇办矿221 ·

个，村办矿491个，群众集资矿738个，个体矿86个。这些矿分布在34个县(市，区)，135个

乡(镇)内。年产煤50万吨以上的有8个县(区)，10—50万吨(不含50万吨)的有lO个县

(区)j 10万吨以下(不含10万吨)的有16个县(区)。其中沙河市、蔚县、磁县、临城县，．
’

曲阳县、平泉县被列为全国重点产煤县建设单位。 』 。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煤矿95％的工人为文盲。+1956年国务院制定了扫除文盲的．

规定，在全国开展起扫盲运动。1958年，在27个碰方煤矿，有90％的工人参加了扫盲，到1963

年，多数工人摘掉文盲帽子。1978年，由于地方煤矿不断发展，职工人数急剧增加，’年末已

达到8万多人，其中有少部分人为文盲，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参加业余文化学习，对有文化

基础的职工，也组织他们进一步学好文化，掌握好现代科学技术知识。1980年，各矿对在

矗文革"期间初、高中毕业的青年工人，进行补习文化课。到1984年，已有两万职工领取文化

补课合格证书，占应补人数的90％以上。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职工学文化、学技术热情进、

一步高涨，不少青年走自学道路，参加各类学校学习。各单位还积极组织职工参加技术，业

务培训，关键岗位培训后，发给考试合格汪，工人持证上岗。到1988年，已有80％以上的职
4

工参加了各种培训班。

地方煤矿子第学校基础很差，原来只有少数较大煤矿设有子第学校。1973年以后，各矿。

相继建了子第学校，到1988年，已有子第小学23所，中学11N，技校1所，有教师425入，

在校学生5019人。
”

．在医疗卫生方面，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1988年国营煤矿共有医务室(所)104个，医

护人员630人，有50个病床以上的职工医院6所，病床670张，医护人员689人。

进入七十年代，随着矿点和工人大量增加，职工迫切要求在业余时间开展文体活动。不

少矿组织各种球队，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有的成立了业余剧团和文艺宣传队，他们自编自演节

目，到基层演出，深受工人欢迎。到1988年，有19个矿建了正式俱乐部，有“职工之家’’82个，

图书馆(室)96个，藏书20余万册，47个矿设有电影放映组，共有放映机64部。

职工生活福利是随着生产发展而不断提高的，1956年每人年平均工资为573元，1978年

为654元，1983年为i000元，1988年为1815元。多数职工家庭有了电视机、录音机．洗衣’

机，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88年末，国营煤矿有单身职工宿舍35万平方米，住宿人数51147人，

有家属宿舍2l万平方米，有住户6549家。28个矿的部分职工宿舍实现了旅馆化。有142个

浴池，总面积4．7万平方米，拥有49497个更衣箱。有职工食堂140个．总面积弓万

平方米，炊管人员2549人，还有20个矿办起了幼儿园、托儿所，18个矿配有29部大轿车，

接送职工上下班和网家探亲。这些集体福利的增加，进一步保障了煤矿职工生产和生活竹

稳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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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方煤矿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绩是巨大的，但道路有曲折，教训比较深亥4。
。，， 一是1958“大跃进∥，小煤窑盲目上马。当时号召“万人上山(挖煤)，日产万吨”，

-产量由1957年的87万吨，增加到1960年的482万吨。但是缺乏统一的设计规划和可靠的资源

．保证。大批小窑时间不长即告报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队1961年开始，不得不进行调

整，出现产量“滑坡"，1964年降到157万吨。

二是有些矿井在资源不清或地质资料不清情况下，仓促上马，造成生产能力减少或提前

，．报废辟． ’一 ，

。

三是在乡镇煤矿发展上，1984年曾提出了“有水快流’’，由于放开与管好没有同步进

：彳子，造成有的不经批准就上马，有的矿点过密，矿井寿命短，有的足“独眼"井开采，不符。

’合安全生产规定，事故隐患较多。

四是地方煤矿后劲不足，今后可供上新井和技术改造的项目不多了，只有蔚县新区尚待开

、拨，地质储量有14．9亿吨，虽然赳出一部分资源给地方开采，但又受到资金的限制，很难加快
，一开发速度，地方煤矿要稳住阵地，除解决资源外，还须解决资金来源，争取多上一批骨干项

目，增加后备力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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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75年--221年(战国时期) 。

‘易县燕下都故城(战国中期燕国都城)有用煤熔铜铸钱的手工业作坊。‘
‘’

公元210年(东汉建安十五年)

邺城以西(今安阳、磁县、峰峰邯郸二带，有煤窑开采。曹操在邺城冰井台中贮藏石墨

’(煤炭)数十万斤。 。‘ i。j j‘{ ．：

。 ●

j 581年-=907年(隋唐午间) ．’

1|

朝鲜人在柳江石门寨一带开窑采煤。
’

618年--907年(唐朝年间)7
，

，

’，朝鲜人在平泉县大裂山、小裂山、狮子庙、松树台一带采煤。 ．

·

，

960年--1279年(南北宋年间)

曲阳“修德寺，，用煤做饭。

960年一1368年(宋元年问) ，

磁县观台镇用煤烧瓷及石灰。 、

1023年(北宋仁宋天圣元年)。

朝廷批准陕州西路转运使建议，在磁(磁县)、相(临漳县)等州官卖石炭，也允许民
间买卖。 一

，

。

。1052年(宋皇祜四年)。 一

，4

綦阳镇(今沙河县綦村)设置铁冶司，该镇产铁，镇南有窑坡产煤炭。后因綦阳镇冶铁

业废止，窑坡煤窑关闭。乾隆中叶(1755年--1775年)，窑坡煤窑复兴。同治、光绪年阿

(1862年一1908年)又曾开采，后因水大停IE。



， j 、
量

}‘

1127年--1279年(南宋)· ．．‘．；

蔚县西部孟家堡，北部陡涧子及西北部黄土梁一带有煤窑开采；
。’、 ”

．

’

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 j．

”

一

·阜平县城北八十里有炭火铺(今炭灰铺)，以山产煤炭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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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 ，‘
．’．+

。

宦官王虎(蔚州人)，充当蔚州矿监税使，对窑民臻征暴敛，肆意盘剥激成矿工暴动。·，
”

．一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 一+

蔚县官府强迫窑民为衙门运送煨炭(烟煤)。清初，此风日盛，百姓难以支持，纷纷外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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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1722年Ic清康熙年l'口-J) ”，

j
．

，

磁州百姓称煤为炭，在州之西山一带，。挖坑即可出炭，煤层为“山青"次为“大青”，

珠为“下架黟。 。

、

{，’

’
。

’． i ，

”

。 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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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化一带煤窑被豪强所霸，旗民医争夺菜马坡窑，大动干戈，煤窑被朝廷封禁。

1722年(清康熙六十二年) 二·．～ ：． 。

7． 朝廷议准，宣化小西口一带煤窑禁止私采。；一一．’一

。

1723年一1735年(清雍正年问)， 一，

井陉煤窑开采深达二、三十丈。居民一向靠驮煤为生。‘，’

。

， 1736年--1795年(清乾隆年间) 。

唐llI及陡河等处均产水火炭(时煤之俗称)，以开采煤炭而致富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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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年(清乾隆四年)． ，
‘，

直隶提督永常奏请开采热河三道沟等处煤窑。
。

’

‘1739年--1818年(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直隶总督报请朝廷，要求开采热河一些地方的煤炭，并得到批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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