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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广州公司的布置，我们于1 9 8 4年6月成立了<梅县地

区有色金属工业志》编写小组。7月开始搜集资料，1 9 8 5年2月写好《梅县地区有色金

属工业志》初稿，并打印成册，后经二次修改补充，1 9 8 7年正式出版。全书分9章2 9

节，约1 0万字。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梅县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发展情况。建国

前的情况，因搜集的资料很少，没有另列章节编写，有关史料只在概述中略加记述。

编写《梅县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志》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

重客观事实。编写目的：一是为上级编写《有色金属工业志》、《当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和地区编写地方志提供资料，二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供今后矿山建设作借鉴，三是为今后

考查梅县地区建国以来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实，四是为教育后一代有色矿山职工提供教材。

5 0多年来，梅县地区有色金属管理机构变化大，企业早已结束的多，档案不全，资料

分散，给编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编写组的同志，为了完成编写《梅县地区有色金属工业

志》的任务，作了大量的搜集材料和调查工作，除查阅了本公司历年档案材料外，还到汕头

有色公司、各有关县市查阅历年档案材料，到矿山实地调查，个别访问知情的老同志，各矿

矿志编写组也提供了许多资料，从而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史实也写得不全，有待今后进一步修改补充。请

读者批评指正。

《梅县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志》编写组

1 9 8 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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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梅县地区地处粤东北部，东与福建，北与江西交界，南与汕头地区，西与惠阳地区相

邻。全区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丰顺等7个县市。面积1毛1习-7平方

公里。人日4 0 0万。耕地面积2 2 O万亩。公路交通以地区所在地梅州市为中心，东至福

建龙岩2 0 5公里，西至韶关4 8 O公里，西南至广州4 5 8公里，南至汕头’1’9 8。公里。

水路有韩江，由梅县至汕头，丰水期可行5 0吨机动船。

全区已发现有色金属矿点大小合计1 1 7处，矿种有钨、锡、铋、铝、锅、铅、锌、锑、

金、银、铍、钴、稀土矿等。

梅县地区有色金属矿山很早已有开采。五华县潭下宝山锡矿宋朝已有开采，’距今已有

8 0 0多年。《方兴纪要》载：兴宁县宝山，县东北6 0里，循潮二州分水岭，又名丞相

岭，元末陈友定采矿于此，得银数百万，因名宝山。《明一统志》载：程乡(今梅县．)出

银、锡。梅县丙村银屎(即现在的丙村铅锌矿)古代开采的铅锌矿就地冶炼，现在满山遍野

都有当时冶炼的炉渣。《石窟一徵》记载：蕉岭县洋子殿铅锌矿1 8 2 1年前已有开采。清

道光元年(1 8 2 1年)因矿山组织极为混乱，镇平(蕉岭县前称)县令勘封矿山。1924年

至1 9 2 5年间，美国人又在洋子殿开采，采出铅矿就地冶炼成铅砖外运。1‘9’4’9年

解放后(以下简称解放后)仍有当时房屋建筑物和“美国工程师伟达士之墓”残址，并在并

下发现美国人开采时用过的手摇水泵、钢钎等工具。其他地方的铅锌矿山，如梅县的银替铅

锌矿，大埔县的银村铅锌矿古代都开采过。这些矿山均以“银”字命名，如《银营"“银屎"

“银山”等，为现今找矿提供了一条线索。

钨矿山的发现和开采，始于2 0世纪2 0年代。瑁坑钨矿山1 9 1 5年发现后，‘民工开

采，1 9 1 8年至1 9 2弓年期间有梅县县长区崇文与珀坑人刘慎初等人合伙成立“三益公

司，，，兴宁人陈育丰等人成立“梅宁矿务总公司"，以后改称为“惠潮梅矿务局第四场"．。

1 9 5 5年至1 9 4 1年有私人合资开采的“建源公司”、“建丰公司”，“裕丰公司"、

“阜成公司秒。平远县葫芦岗钨矿山，1 9 4 5年民匡政府资源委员会广东办事处，在平远

东石设有管理站进行管理和收购钨矿。他们为了防止钨矿走私外运，派驻矿山矿警1 2名，

分设一、二、三警所，直至解放，部分管理人员被兴梅专署矿业公司接收。

五华县有色矿山民国时期的开采，据五华县志记载，1 9 4 6年垒县有1 1个私蓉合伙

公司在潭下、华阳，锡坑等处开采砂锡矿，在宝山开采脉锡矿，在白石嶂、洋塘、小都等处

开采钨矿。1 9 3 8年至1 9 4 2年民国政府还在龙村陈坡坑开采过砂金矿。其他许多钨矿

山在1 9 4 9年懈放前(以下简称解放前)都有开采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人民政府，为发展有色金属生产，梅县地区建

立了矿山管理机梅。1950年兴梅专署在兴宁设立矿业公司特种矿品加工厂，并在五华安流、

平远东石设收砂站。同年1 O月国家统一建立有色金属管理机构，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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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管理局广东办事处潮梅分处，在兴宁县设立收购站，接管兴梅专署矿业公司特种矿品

加工厂及安流、东石收砂站，并发动组织民工上山采矿。以后矿山生产发展，管理机构升

级，人员增加。1 9 5 1年至1 9 5 8年7月先后设立的机构，有潮梅矿务局兴梅办事处，

兴梅管理总站，兴梅管理处，兴梅钨矿。

1 9 5 8年8月撤销兴梅钨矿和潮汕地区揭阳锡矿，成立汕头专署冶金局。梅县地区有

色矿山统由汕头专署冶金局领导。1 9 6 1年汕头专署冶金局改名为汕头有色金属公司。

1 9 65年7月梅县地区从汕头地区分出成立梅县地区，有色公司也分出成立“梅县有色

金属公司"。以后改名为“梅江有色金属公司”、“梅县地区有色金属公司”， “梅县地区矿

山冶金工业局"，“广东省梅县地区行政公署冶金工业局，，，1 9 85年冬又改为“梅县有色

金属公司’’。

5 0多年来，梅县地区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有过几次的变化。1 9 5 8年7月兴梅钨

矿以前是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从上至下直线领导，千部由主管部门任免、调动，基建投

资、生产资金由主管部门拨给，主要原、燃、村料由主管部门供应，产品由主管部f1统一外

销。党、团、工会组织关系由主管部门委托当地党委管理。政治活动由地方统一安排部署。当

地党委和政府对有色系统干部进行监督，但不干涉生产经营管理活动。遇有农矿矛盾，矿山

建设征用土地，职工副食品供应等问题，请示当地毙政领导都给予大力支持解决，保证了矿

山生产建设顺利进行。

1 9 5 8年全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有色金属系统管理也随之改革，实行块块为主，块

条结合的管理体制。撤销有色金属条条管理机构。成立地、县块块管理的机构。汕头地区成

立冶金局，各县成立冶金科。生产、财务、干部任免、调动，党、团、工会组织统一由地县管

理。地区冶金局对上接受省冶金厅技术业务领导，对下直接管理国营矿山和对各县冶金科技

术业务指导。各县冶金科既管有色金属也管银铁。地、县领导有人分工专抓冶金矿山生产建

设。农矿矛盾问题，地县党委或政府直接出面解决，一般刘问题的解决都比较好比较快。

但是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对冶金矿山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不够熟悉，有时在某些方面会带来工

作上的失误，造成损失。如矿山生产只顾眼前产量和财政收入，忽视采掘并举，掘进先行方

针贯彻，造成采掘失调，生产下降，企业亏损。

1 9 6 6年至1 9 8 0年，梅县地区有色金属管理是条块结合体制。干部任免、调动，

党，团、工会组织，政治工作由当地党委管理。有色金属生产计划，财务、主要原材料供

应，产品销售，矿山建设投资由省冶金厅管理。地区冶金局既直接管理有色金属厂矿，也受

地委委托管理黑色金属厂矿。地区冶金局接受地委、专署和冶金厅双重领导，要完成双重任

务，既要完成省冶金厅下达的有色金属生产、利润任务，叉要完成专署计委下达的钢铁生产

任务。由于冶金任务完成好坏与地方利益有直接关系，因此，地方党政领导对冶金系统生产

建设比较重视，有问题请示地方党委、政府，都大力支持帮助解决。如建设丙村铅锌矿、白

石嶂钼矿，在地、县委大力支持下，征用土地都得到较好的解决。许多农矿矛盾问题当地党

委、政府也直接出面处理。

1 9 8 1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色金属国营厂矿改为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除

党、团、工会组织管理仍在地方外，人财物，产供销，统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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