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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清人《吏治悬镜》上

载，新官上任要奉行32项《莅任初规》，其中第3项即为《览志书》。

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到蜀汉古都成都主持中央工

作会议时，首先要来《四川省志》、鬈蜀本纪》和《华阳志》阅读。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志书有。经世致用”的特殊功能。

史志之功用在于。资政、教化i存史”。在晋城矿务局发展重心

由东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把煤炭工

业推向市场经济海洋的挑战面前，编写一部反映晋城矿务局二万

五千名职工干部10年奋斗、10．年开拓、10年拼搏、lo年飞跃光荣

历程的志书，以其。资治”的作用激发晋局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发扬成绩，纠正失误，鼓舞晋局人热爱矿山；报效企业，同舟共济，

再造辉煌，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晋城矿务局从1958年建局至今，已走过了38个风雨春秋，正

向着“不惑”之年迈进。历经成千上万特别能战斗的煤矿工人20年

奠基创业的建设，8年攀登攻坚的翻番，才开辟了1986年开始跃

进腾飞的契机，才扬起10年来一路乘风破浪的风帆，没有前人打

下的根基，就不会有今天的巍蛾大厦；没有前人栽下的大树，就不

会有今天的丰硕果实．这10年的功劳业绩，凝聚着几代建设者的

心血汗水，闪耀着无数开拓者的奉献和智慧。在此，我代表本届承
。 Z



包集团，谨向为创造谱写晋城矿务局光辉历史的所有前

职工、家属致以诚挚的谢忱!

晋城矿务局凭着“不怕榜上无名，坚信脚下有路”的企业精神，

从一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小局一跃而跻身中国煤炭工业现代

化矿务局的行列，荣获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金马奖，登上特大

型煤炭企业金榜，享誉国家一级企业称号，成为中国煤矿镶嵌在太

行山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得到了各级领导、各兄弟单位、地方各

级政府部门的热情关怀和鼎力相助，在此，我谨代表全局职工向您

们致以矿工的敬礼j

《十年志》是用简明顺时的方式，概括性地粗线条地介绍晋城

矿务局10年来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一部大事记式的志书。它尽可

能涵盖两个文明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努力反映决策层和广大职

工围绕“三个主体”，抓好“三件大事”，小步快跑，总体推进，实现安

全生产、安定团结的“来龙去脉”。但由于筹划时间短，编写人员少，

致使许多地方都不能尽如人意。希望将来编印《晋城矿务局志》时

再予补充、更正和完善吧。

企业振兴发展的关键是人，人的关键是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

力。《十年志》如果能为晋城矿务局阔步走进二十一世纪的职工队

伍燃起凡支火炬，吹响几声号角，能为企业兴、职工荣、家庭富的大

船捧起几朵浪花，鼓动几片征帆，那当是编写这本志书的初衷。

贾中秀

1995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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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宗旨：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叙晋城

矿务局1986年以来10年建设、发展、飞跃的历程。旨在总结经验，

承前启后，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弘扬企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达

到总体推进，再造辉煌之目的。

二、断限：1986年8月至1995年8月。根据情节需要有关内

容时间亦有上溯。

三、取材：以正式存档印发的文件、图片、音像材料、会议记

录及发表在书报上的文稿为依据，不足之处以口头采访当事人作

补充。所叙人物事件力求准确清楚。

四、文体：以按时间顺序的编年体写法叙述。融记实性、议论

性、文学性于一体。或以人载事，或以事叙人。段落随事而分。篇幅

因况而定。有事则不厌其长，无话则不嫌其短．

五、称谓：对人名直书或冠其职务(职务按当时所任)。对多

次出现的过长的机构名称、职务等在首次使用全称后用简称。如职

工代表大会简称职代会，综合机械化采煤简称综采等。

六、书写：时间、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如1986年，456

万元等。习惯用语、略缩语、单位代号用汉字。如五八电站、七届二

次职代会等。

七、计量：以鬈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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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八、引文：只加引号，不注出处。

九、本书字体除必须用繁体字的以外，一律用1956年国务院

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字。



概 述

晋城矿务局所辖矿区位于山西省沁水煤田的南部，行政区划

属晋城市管辖，矿务局机关设在城区北石店乡。

‘1、交通：矿区东部有太(原)～焦(作)铁路纵贯南北，西部
有侯(马)～月(山)铁路途经矿区主要井田，两线向北可与同蒲线

接轨，向南可与焦枝线、京广线沟通，各矿有专运线与国铁相连，海

运可经连云港出境，区内公路成网，交通方便。

2、矿区范围：依据国家计委计鉴字(1984)第806号文好

。山西晋城新区总体设计的批复”以及晋城矿务局现有三对生产矿

井情况，国统煤矿的资源范围东起太焦铁路一线，西至寺头断层，

南起3930000纬线，北至3948600纬线(eP大阳精查区南界)其东

西长约65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5，～

112。57’，北纬35。307"35。40’。

受晋(城)长(治)褶断带之影响，矿区又表现为东、西两个不连

续的含煤区。其东部是现在的生产区，有三对矿井，即古书院矿、王

台铺矿、凤凰山矿，总设计能力910万吨／年。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48’"112。577，北纬35。30’"-'35。38’，占用面积88．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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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储量6．5亿吨(1994年底)。其西部是规划建设新区，包括在

建的成庄矿和待建的寺河矿、潘庄矿(1号井、2号井)、大宁矿(1

号井、2号井)，总设计能力2，000万吨／年，地理坐标为东经112。

15’"--112。447，北纬35。307～35。40’。占用面积396．5平方公里，储

量52亿吨。

后经国家计委计能源(1992)2206号文批准，将西区的大宁一

号井田(设计能力300万吨／年)划为晋城市管煤矿接替矿区；经煤

炭部煤函字(1993)第149号文批准，将大宁二号井田(设计能力

300万吨／年)改由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这样，晋

城矿务局西部新区的矿井实际只有三对，即成庄、寺河、潘庄(1号

井、2号井)，总设计能力为1，400万吨／年，占用面积281．3平方

公里，储量39亿吨。

3．地形地势及河流：本区处于太行山南段西侧，地貌

区划分属剥蚀、侵蚀山地。以低山及丘陵为主，河谷纵横，切割剧

烈。地形总的为北高南低。本区属黄河流域，西部有沁河水系，东

部有丹河水系，两水系各自由北向南流经河南省境内注入黄河。

4．气象及地震：本区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历史最高气
温40。C，最低气温一19。C，年平均气温为1I。C，年均降雨量在600

毫米左右，蒸发量为降水量的2～3倍。区内地震基本烈度为六度。

5．区内地质：地层出露中常，基岩一般在山梁、沟谷处裸
露，从老至新地层有中奥陶系、石炭系、二迭系、三迭系、第三系、第

四系。区域地层走向NNE，倾向NWW。地质构造以褶曲为主，断

裂次之，含煤地层为上石炭统太原组及下二迭统山西组，岩性以页

岩、炭质泥岩、砂质泥岩、砂岩、石灰岩、煤等组成。煤系地层总厚

130米，煤层总厚约14米，含煤系数为10％，含煤十余层，其中，主

要可采及局部可采煤有三层，自上而下编号为3、9、15号。全区煤

种单一，为中等变质程度的无烟煤。尤其3号煤层属低灰、低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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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量，热稳定性好的优质无烟煤。

6．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按类别分，区内地下水共分三
层，自上而下为第四系及风化壳潜水，煤系地层中风化基岩裂隙水

及煤系基底的奥灰裂隙岩溶水。前两层水水量不大并受季节性变

化的直接影响，奥灰水为深层承压水，水量充沛，水质优良，为目前

矿区用水的主要取水层位。矿井开采中的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含

水系数一般在l以下属弱含水矿区，对矿井生产威胁不大。
、

7．．其它：区内煤层瓦斯含量自东向西逐渐增高。东部现生

产区一般含量小于10立方米／吨，属于低级瓦斯矿井，西部新区一

般含量偏高，尤其在沁河两岸的中深部煤层，瓦斯涌出量高达

25．74～38．7立方米／吨，为高瓦斯区。

煤的自燃性能低，煤尘无爆炸性，易于存放管理。

晋城矿务局煤炭资源丰富，煤层赋存稳定，煤质优良，属于典

型的中等变质无烟煤。其中三号煤层具有一好、二大、三低、四高的

特性。一好：热稳定性好。=大：发热量大，机械强度大。三低：低

灰分，低硫分，低挥发性。四高：固定碳含量高，产气量高，灰熔点

高，块率高。由于其具有以上特性，因此广泛地用于化工造气、冶金

喷吹、烧结矿石、建材、发电及民用等行业。产品畅销全国二十多个

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家用户，部分产品还出口到菲律宾、韩国和土

耳其等国家。

10年来，矿务局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积极发展

煤炭洗选加工，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新建

和扩建了三座矿井洗煤厂，使原煤全部经过筛选和洗选，并根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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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需求可加工出粒度规格不同的七个品种。

筛选产品有：筛大块，筛中块，筛小块，筛末煤。

洗选产品有；洗中块，洗小块，洗末煤。

煤炭入洗比重由1986年的7．3％，提高到1994年的

44．36％，洗出商品煤绝对量增加了6倍。由于质量的提高，从

1986年以后，全局共有九个不同级别的煤炭品种荣获省、部优质

产品，其中凤凰山矿的九级洗中块荣获国家银质奖。

由于全局各级领导重视煤炭质量，建立健全了各单位质检机

构，充实了人员，配备了仪器设备，严格采、制、化管理，因此，在省

质检站和国家质检中心抽查煤炭质量时全部合格，古书院矿和凤

凰山矿被煤炭部命名为煤质管理先进矿井，凤凰山矿洗煤厂被部

评为现代化洗煤厂。

煤炭质量的提高不仅给企业增加了效益，而且给用户和社会

都带来了效益。据有关无烟煤调研报告中反映，使用无烟块煤生产

合成氨时，1吨洗块相当予1吨焦炭的作用。在冶金喷吹时，1吨无

烟洗末煤相当予0．7吨的焦粉。在建材方面，每吨无烟煤可生产水

泥6吨，可烧石灰7吨，耗煤量不仅降低，而且水泥的标号还有提

高。在民用方面，制成蜂窝煤，不仅可以延长燃烧时间，而且由于硫

分低，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由于洗煤，每年可以洗出矸石100万吨左右，这样不仅可以

减少铁路无效运输，而且还可以就地消化做为矸石电厂的燃料和

矸石砖厂的原料。

进入1994年以来，矿务局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薪需求，积极

探索转变经营观念，本着“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劣质劣价”的原则，

根据不同地区制定了三等十级46种煤炭价格，供用户选择。同时

在内部制定了模拟贸易办法，为了保证质量符合合同标准又制定

了晋城矿务局煤炭质量动态检查标准(8条)和晋城矿务局煤炭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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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础工作检查标准，以及洗煤厂质量标准化检查标准。从而使煤

质洗煤工作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同时加大检查力度，以保证

外销煤炭质量的合格。为了掌握市场信息和用户的反映，还采取不

同形式收集用户意见。例如，召开用户座谈会、访问用户、采用信函

办法等，而且制定了售后服务办法及时解决用户反映的商务问题，

做到用户心中满意。 -、

。

晋城矿务局从建局刭1980年的20年间，安全生产一直处于

被动状况，百万吨死亡率从未下降到4以下，最高年度达到

20．52。六五期间，安全生产虽然有了好转，但没有达到根本好转，

百万吨死亡率仍然徘徊在1．5左右。1986年以来，也就是本届承

包集团组建以来，由于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指导思想，下大决心扭

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时刻把职工的安危系在心上，强化以“六

项”八条”为主线的安全管理，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

穿于整个生产的全过程，真正做到了安全第一，警钟常鸣，从而改

变了安全生产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安全生产的稳步好转，百万吨死

亡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可喜势头。到1994年底，晋城矿务局实现

了百万吨死亡率保持0．5以下“九连冠”。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

和1993年，全局安全生产实现‘‘零”的突破，并创造了连续安全生

产717天，累计产煤l，882万吨无煤炭生产死亡事故的最长周期。

1986年到1994年，晋城矿务局共生产原煤近8，000万吨，如

果按1985年百万吨死亡率1．63换算比较，这9年井下少死亡职

工115入。如果按全国统配煤矿百万吨死亡率1．2换算比较，这9

年井下少死亡职工81人。由于安全生产的长期稳定好转，促进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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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先后建成了质量标准化局、现代化矿务

局和千万吨矿务局．并晋升为国家～级企业，荣获企业管理最高荣

誉——金马奖。

回顾总结近9年的安全工作，可以把晋城矿务局的突出特点

和基本经验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强化安全领导，在完善管理机制上下

功夫

实践证明，安全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各级领导，特别

是主要领导重视了，安全生产就有了组织保证。

安全生产是煤炭企业的头等大事，在抓好这个头等大事过程

中，局各级领导不仅把安全第一喊在口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具体

工作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全局职工。各级领导之所

以能带头落实“安全第一”，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树立“安全第一”的

思想，把安全生产提到战略高度去认识。局矿长们认为，重视不重

视安全生产，抓好抓不好安全生产，并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

而是依靠不依靠职工、关心不关心职工、爱护不爱护职工的大问

题，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和群众观点问题。为此，各级领导，特别是

局矿长们把对职工的关心和爱护全部倾注在搞好安全生产上，把

搞好安全生产当作职工的第一信号和第一需要，当作为职工办的

最大好事和实事，竭尽全力履行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把对安全

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主要体现在决策上。局矿在制定各种方针、政

策、措施时，首先要看“安全第一”落实了没有；局矿在组织开展各

种工作、活动时，首先要看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全工作；局矿在考察、。

考评各级领导干部时，首先把安全意识和安全绩效作为其主要内

容。同时，为了搞好安全生产，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给予安全方面

以倾斜政策，购买了必要的安全装备和设施。为了在决策上把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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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第一”关，局每月召开一次安全办公会议，矿每周召开一次安

全办公会议，主要研究、决策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在每周的局

长办公会上，其它工作都要事先申请研讨项目，唯有安全工作例

外。每周一次的局长办公会议，几乎次次要通报安全情况，次次要

强调安全工作。

为了理顺领导关系，完善管理机制，局矿两级配备配齐了安全

局(矿)长和安监局(处)长。井下一、二线单位配备了专职安全区队

长，这样，从局到矿再到基层区队层层配备了安全领导，为抓好安
， 全生产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

。．

二、坚持强化基础工作，在落实“六项八条"上

下功夫 ．
，

‘
‘ ，

。六项、八条”是晋城矿务局在安全生产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

来的。它是抓好安全生产的法宝。起初，局里把全面质量管理，班

组建设，安全管理，作业规程，行为规范作为五项基础工作，后来又

增加了安全装备这项内容，发展成为六项基础工作。在深入开展六

项基础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安全生产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又提

出了。八条安全动态措施”。其具体内容是：1．强化安全意识；2．执

行安全结构工资；3．反。三违”，查隐患；4．加强安监队伍自身建

设；5．抓好检查的管理和管理的检查；6．推行作业标准化；7．强

化运输管理；8．执行安全评估。- ．

。六项八条”都是围绕安全生产这根主线来开展的。六项基础

工作按季度进行考核验收，八条动态措施按月度进行考核验收。六

项基础工作的考核标准每半年修改完善一次，每项基础工作有十

大考核内容。每条考核内容又根据其实际需要分为若干小项。安

全装备涉及面广，就把它分为顶板、运输、通风、机电4个部分，每

项基础工作验收标准分为200分，六项基础工作验收考核标准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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