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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978年建市时的市域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避讳

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市

属单位的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

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业志所组成。

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人物

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开发建

设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

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

出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

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计量单

位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

类钱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

年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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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代

。以前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1731年

7月15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o ．一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编辑说

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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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六盘水市志·冶金工业志》分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两篇记述，黑色冶

金篇是以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加述了铁矿、白云石矿、石灰

石矿的地质勘探和乡镇黑色金属冶炼企业。

二、有色冶金篇的记述是以贵州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总队和贵州杉树林

铅锌矿为主体，各章节里尽可能反映乡镇有色金属冶金企业的基本情况。

三、根据志书内容，地质勘探也分为黑色、有色两部分，但内容上除矿产资

源区分黑色、有色外其余部分各有侧重。黑色冶金篇第二章记述勘探队伍与

勘探成果；有色冶金篇记述企业简介、勘探工程与勘探管理。地质勘探队伍除

贵州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总队外，其他队伍的资料企业未提供。

四、为了达到语言通俗、易懂，志书中尽量避免使用方言，但保留了部分专

业术语。

五、由于地方企业变化较大，个体企业分布复杂，收集资料困难，所以，尚

难反映乡镇冶金企业全貌。

六、本志依事溯源，上限自明洪武元年(1638年)，下限断至7．0(10年，为了

衔接，个别章节的内容提及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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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六盘水市辖六枝特区、盘县、水城县，钟山区。全市总面积9914平方公里，其中山

地面积698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0．42％。境内已发现矿种30多个，主要有煤、铁、

铅、锌、铜、金、银、铀、钛、镍、汞、锑、钴、锗、镓、锢、硒、砷、石灰石、重晶石、硅砂、白云石

等。其中探明储量的煤150亿吨、铁矿I．3亿吨、铅锌矿178．8万吨、硅石矿7．94亿

吨、锰矿45万吨、银矿1．1万吨。矿产资源为冶金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旧中国，六盘水丰富的冶金矿产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仅有零星的

采冶。有关资料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始有铅锌采、冶，多集中在水城县猴子厂

(今野钟乡)、人和洞(今杉树林)、穿岩洞(今青山)、落银厂(今南开乡)等地。弘治年间

(1488．1506年)，产铁之地有普安州(今盘县、普安等地)，时盘县平关、沙坡、石脑、沙

陀、响水、苍龙、土城等地曾先后生产生铁。清天聪七年(1633年)，土司安氏在郎岱

(今六枝)大仡佬寨(今戴家包)炼铁制作兵器，大河边、观音山、关门山、玉舍、滥坝一带

也有人炼铁。顺治元年(1644年)，水城万福厂(今玉舍乡)、白马洞、人和洞、观音山等

地兴起炼银。乾隆四年(1739年)，水城羊场坡(今野钟乡)猴子场生产铅锌。乾隆四

十四年(1779年)，王、陈二姓占有观音山铁矿开采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郎岱

黑那拱范氏开采铁矿并烧结、炼铁。(1797—1850年)间，曾形成福集厂、平街厂、万福

厂铅锌矿区集镇。咸丰元年(1851年)开始，铅锌采、冶逐渐停办。辛亥革命前夕，只

有万福厂维持生产。宣统未年(1911年)，建立观音山、白马洞炼锌厂。民国18年

(1929年)，建立水城观音山铁厂，郎岱(今六枝)青山铁厂。民国25年(1936年)，盘县

沙陀、沙坡等地炼铁业阉盛，曾形成历史上较为繁荣的生铁交易市场。解放前夕，仅

郎岱黑那拱年产生铁5万公斤。

其他金属冶炼虽无详尽的史料记载，但盘县、水城以“铜厂”、“银厂”命名地甚多。

盘县石脑乡、清水乡、老厂乡、盘江镇等地至今还留有炼铜遗址、遗迹。盘县境内还有

生产水银万斤之说。

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六盘水地区冶金工业的发展。三年恢复时期，盘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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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沙坡等地农户生产生铁，建土法炼铁炉5座，年产生铁4．8吨；水城供销社先后在

保华、阿佐、马场、小河边等地建起炼铁高炉；部分农户在大湾、玉舍一带采、冶铅锌。 -一

1953年，赫章铅锌矿水城办事处(今贵州杉树林铅锌矿)成立。1955年，贵州省水城铁

厂(1958年6月改为贵州省水城钢铁厂，1964年恢复贵州省水城铁厂，1988年合并于

水钢，后改制为水钢金河矿业有限公司)建成，并相继建成7．5。45立方米高炉12座，
，

有效容积255立方米。1958年6月，郎岱小河边钢铁厂建成6．5立方米高炉两座。

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接着又制定“以钢为纲”的方针，境内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

钢铁运动。水城县野钟乡为冶炼粗锌修建马槽炉50余节，组织上千人在法堤、黑风

洞、大猴洞等地采矿；同期，水城先后成立了营口铅锌厂、以朵锌厂、响水河铅厂、塔山

铅厂、义忠锌厂、俄脚铅厂、法堤铅厂。由于盲目的开采和砍伐以构筑炼铁高炉，境内

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59年初开始，大部分冶金企业纷纷下马。到1961年，境内只保留盘县铁厂、贵

州省水城钢铁厂以及赫章铅锌矿观音山矿区。

1960年，贵州省水城钢铁厂生铁产量68502吨，工业产值1325万元，盈利402．84

万元，创建厂历史最好水平。

1962年，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贵州采取果断的关、

停、并、转措施，贵州省水城钢铁厂正在建设的炼钢、轧钢工程下马，大部分高炉停产，

职工精简3473名；盘县铁厂转由省劳改局组织生产。

1963年，贯彻《工业七十条>，把工作重点转向加强企业管理，树立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推动了国有冶金企业生产的稳步发展。赫章铅锌矿观音山矿区水套炉炼铅

工艺试验成功，企业形成采、选、冶的综合小型矿山企业，年矿石产量17502吨。 ．

1965年底，伴随着西南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优势，国家决定在水城青杠林兴建

水城钢铁厂(今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钢)。1966年1月13日，冶

金部以(66)冶设字第99号文下达水钢设计任务书，拟建规模为50万吨生铁。1968

年，国家计委下文增加40万吨钢、30万吨材，简称“五、四、三”规模。水钢开始1号高

炉、2号高炉和炼钢系统的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2号高炉和炼钢系统被迫

停建，盘县铁厂被迫停产，基本建设速度缓慢，产量指标达不到要求。设计能力25万 ．

吨生铁的1号高炉直到1970年10月才建成投产，1970年产铁1118．3吨，以后虽逐年

上升，但到1977年也才101670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六盘水市冶金工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水钢2 √

号高炉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就建成投产，有效容积1200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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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设计能力为年产生铁60力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

分，建立国有、集体、股份、私营相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与关

心水钢的发展，全市国有及地方非国有冶金工业开始较快发展。1979年国务院制定

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水钢在这一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先后进行了五

项基础工作整顿、建设清洁文明工厂，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学邯钢模拟市场、成本分

解、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同时多渠道筹集资金，进行改扩建配套工程建设。1981

年，第一轧钢厂12万吨普通线材生产线建成投产。1984年11月，炼钢工程竣工投产，

设计能力为年产普炭沸腾钢40万吨。1988年4月，初轧厂(后改为三轧厂)建成投产。

1989年9月，二轧厂建成投入生产。1989年12月，完成对1号高炉的扩容改造，有效

容积由568立方米扩大到633立方米，并相继完成2号高炉、2号焦炉、650轧机、余热

发电、全连铸生产、一火成材、6000立方米制氧机等技术改造工程。从1977到2000

年，水钢共完成技术改造项目93项，占总项目108个的86．1％；完成科研开发项目获

省、部、厅级以上科技成果82个；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312万元，占基本建设总投

资81954万元的71．15％，累计完成配套项目技术改造投资116371万元，占技措投资

117614万元的98．94％。2000年，水钢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铁133．2万吨、钢1147万吨、

钢材134万吨，工业总产值

19．8888亿元。产品远销El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

区，创汇达40861．32万美元。水钢的联合重组与兼并带动了地区一批中小企业的发

展，从而成为国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在水钢快速建设、发展的同时，地方冶金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也快速增长。1981—

1998年，六枝、盘县、水城、钟山等各特区、县(区)先后办起炼铁厂、铁合金厂，建成炼

铁高炉200余个(1994年生铁市场价格下滑，炼铁企业被迫停产)，同时建有锰渣铁厂、

富锰渣厂、碳化硅厂等。六盘水市联营铅锌选矿厂、水城朝阳铅锌矿、盘县干沟桥锑

厂、水城新发冶炼厂、水城民族铅锌选矿厂、水城朝阳铅锌选矿厂、钟山石桥联营铅锌

矿、钟山青山铅锌联营矿、水城塔山锌厂、钟山区字达铅厂、水城华贵锌厂、水城朝阳

化工厂、凤凰乡铅锌浮选厂、六盘水市金盾锌厂、钟山区凤凰冶炼厂、钟山区冶炼厂、

水城铅锌选矿厂等一大批私营骨干企业建成投产。小型炼锌企业和土法炼炉遍布银

矿包、顺场、玉舍、野钟、大湾、二塘、滥坝、观音山、石桥、青山、马落箐等地。据统计，

1990，1994年建各种炼锌炉1200余座，1995年铅锌工业企业394个；90年代后期，铅

锌工业迅速发展，1997年，铅锌工业企业602个。1998年产铅锌矿132．59万吨，产值

796万元；生产粗铅4212吨，产值1512．6万元；生产精锌18080吨，产值100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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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为贯彻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15小”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市里成立了“两土”(土焦、土锌)整顿办公室。到2000年3月底，全市共取缔和关停土

法炼锌炉4000余座。在关停、取缔的同时，组织有关企业在滥坝、发箐、纸厂、观音山

等地开展对湿滤除尘圆形加罩和隔焰蒸馏内收尘等新型炼炉的试验、推广和应用。

1999年，建成水城县发箐锌品有限公司。当年，全市出产铅锌矿32178吨，产值

1930．7万元；选矿产值4002．2万元；锌焙烧产值1549万元；粗铅产量3680吨，产值

1402．7万元；精锌产量28523．65吨，产值15961．2万元。

2000年，建成水城县集智锌品厂和水城正鑫锌业有限公司一期工程。2000年7

月，六盘水铝业有限责任公司10万吨电解铝一期工程动工兴建。2000年12月12日，

市土锌办制定了《六盘水市粗锌生产过渡性炉型推广管理办法》，使土法炼锌改造工

作开始起动。全市改造和正在申办改造的企业76家，规模为年产粗锌8万吨。当年

全市铅锌矿产量34121吨，产值1863．7万元；选矿企业产值2085．15万元；锌焙烧产值

1735．9万元；粗铅产量3966吨，产值1427．5万元；粗锌产量4840吨，精锌产量18376

吨，产值13296．7万元。
、

’

2000年，全市冶金工业生产总值21．93亿元，占六盘水市国内生产总值81．5亿元

的26．9％和工业总产值60．9r7亿元的35．97％(其中，水钢工业总产值分别占24．4％和

32．62％)。六盘水市成为全国较大钢铁基地，冶金工业已发展成为六盘水市的主要支

柱产业之一。

人类已进入21世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六盘水市将建成西南最大的能源

基地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城市。未来的六盘水市交通、电力将带动冶金工业的大

发展。2005年，全市冶金工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总目标是：钢、铁、钢材各200万吨、电解

铝lO万吨、电解锌20万吨，电解锰、电石、铁合金等高能耗产品也将有相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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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略

清顺治元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644—1760年)

水城冶银业兴起，主要产地有水城万福厂、白马洞和观音山等。

乾隆四年(1739年)

水城羊场坡(杨梅野钟)、猴子场十八员官正(振)厂生产铅锌兴盛。

乾隆至宣统末年问(1789—1911年)

郎岱黑那孔由范氏开采、烧结、冶炼生铁。

水城厅福集银厂，由地主及参与者合股炼银。

民国16年(1927年)

7—12月乐森碍对重庆至贵阳间及贵州西部的地质与矿产进行调查研究，实地勘

查了水城观音山铁矿。

民国18年(1929年)

创办水城观音山铁厂，全部员工100余人，年产生铁360吨。郎岱铁厂月产生铁

1333公斤o

民国28年(1939年)

王竹泉、乐森碍分别对水城观音山、赫章的铁矿资源进行地质勘探。乐森碍著有

<水城观音山铁矿>一书。
‘

民国38年(1949年)

10月郎岱黑那孔(红那孔)炼汞业一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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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西南地质调查所组成以乐森碍、路兆洽、何立贤为负责人的黔西探矿队，对水城

观音山铁矿进行地质勘查，最先使用钻探手段。

1953年

7月组建赫章铅锌矿水城办事处(后改为贵州杉树林铅锌矿)。

1954年

贵州省工业厅为开发水城观音山铁矿，决定成立水城铁厂筹备处，由刘汉士、郭

军、朱学校3人负责。

是年西南地质局五0九队在水城成立，对水城、赫章、威宁等地铅锌矿开展普查勘

探。

1955年

5月 水城小河铸造厂建成投产。

是年赫章铅锌矿水城三分场与关门山铅锌冶炼厂合并，组建赫章铅锌矿第四

车间，有职工400余人。

△省工业厅筹建“贵州省水城铁矿”，年底有2座土高炉投产。

’’ 。’

1956年．
j

6月1日 贵州省第一座热风焦炭炼铁的新式高炉——水城铁厂7．5立方米小高

炉建成投产。

是年，省工业厅决定“水城铁矿”改名为“水城铁厂”，樊作三、刘金洲任正、副厂长，

一面维持4座土高炉生产，一面积极新建7．5立方米新式高炉。
●

··‘1957年

3月16日．水城铁厂30立方米小高炉建成投产。

是年，赫章铅锌矿第四车间(水城)第一座O．5平方米炼铅鼓风炉建成。

1958年

1月6日郎岱小河铁厂动工兴建，当年6月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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