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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区志》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成总纂。欣然提笔，为之

作序，寄语志贺。 ’

区志是记载一区的地理、建置、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状况’·

的“百科全书”j’是服务地方施政、经济建设、科学教育、乡土人情的 ，

宝贵资料。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
。

修方志乃是记述历史，造福后代的一项大事。
+

《铁山区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足当代，

略古详今，纵述历史，横陈现状，融史地风物为一体，荟图表志传于

一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为我们认识区情，明确使命，继承传统，

开拓未来i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

铁山，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铁山这块土

地上生活繁衍。一千七百多年前，三国时吴王孙权，在这里采炼铜铁，

制造刀剑。此后，晋、南朝宋、齐、梁、陈、隋、唐、宋、明、清，铁

山之开采未停，山边冶炼之炉火未熄。古代在铁山从事采矿和冶铸的j

劳动人民，对于矿藏的认识及找矿、开矿、选矿和冶炼铸造等方面的．

技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同样社会条件下，都是遥遥领先的；为促’

进本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铁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矿藏极为丰富，金：银、铜、钴、。，

铁等多种金属中，铁矿以其品位高、储量大而闻名世界，已探明铁矿

储量1．6亿余吨。纯铜储量数十万吨。非金属矿中石灰石、大理石极．．

为丰富。这块宝地孕育出一代代不朽的灿烂文化，悠久的历史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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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人文景观。东方朔曾在此潜心读书而成大家名臣，民

族英雄岳飞曾在这里炼成“大冶之剑”，并用此剑多次战胜金兵；铁山

寺前千年银杏挺拔参天，如亭如盖；东方山上弘化禅寺的“宝峰招

提”匾额，系唐宪宗御笔遗风；“三楚第一山”，山势巍峨，古为大冶

八景之一；“鹿獐朝晖”，汇南北风格于一体，熔古今建筑于一炉，为

黄石新八景之一景。

铁山，有着光辉的业绩和璀璨的文明，但也曾有过令人愤慨的被

掠夺被蹂躏的耻辱。为保卫祖国的矿产资源，为反抗侵略者疯狂的掠

夺，英勇的铁山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

感人诗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区人民团结奋斗，重整河山，取

得了巨大成就。1958年9月15 El，毛泽东主席亲临铁山视察大冶铁

矿，大冶铁矿迅速进入了现代化开采的新时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

已发展成为具有露天开采、地下开采、多种金属综合选别回收的机械

化生产的大型矿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山正从一个以采矿、+

建材业为主的工矿区，向多产业工贸区转变和发展。

‘《铁山区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人

士的亲切关怀、行家里手的热情指教、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地

方备单位的积极参与，’全体修志人员更是群策群力，辛勤劳动，一在此

一并表示谢忱!‘

观古鉴今，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正在干我们前

人所没有干过的事业。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光荣传

统的铁山人民，一定能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

业推向新的胜利，在铁山的历史上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中共铁山区委书记 肖唐友

1 99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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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再造辉煌

《铁山区志》历时四年，几易其稿，在各位编者的辛勤努力下终于撰写成功

了。得知这一消息，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铁山地处鄂东南．这里襟江带湖，山川纵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以其丰

富的矿产资源闻名于世，是中华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蕴藏着的铁、铜、金、银、大理石、石灰石等达10亿吨之多。它以其深沉与冷峻．
． ．锻造自身的风骨l以其慷慨与豁达，铸就一个光泽卓越的民族灵魂，以其豪迈与’

坚韧，冶炼一代又一代拼搏进取的精灵。

《铁山区志》没有刻意华丽的雕凿，它以朴实严谨的文字和数据，展现出铁山

一千七百多年漫长曲折的发展史。它既记载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采掘冶炼的古代

文明，又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苦难历程，同时也书写出现代铁山人开发矿

业的恢宏气势以及锐意改革、力求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开拓进取精神。

溯历史长河而上，几多沧桑、几多辉煌浓缩了铁山的漫长岁月⋯⋯

早在公元226年，我们的祖先就在此掘矿冶炼。史载三国孙权在此采铜、铁，

作千口剑、万口刀，随后晋、宋、齐、梁、陈以至隋唐各代都在铁山置炉冶炼。宋
· 设磁湖铁务，明置兴国治，都以铁山为主要矿石基地，铁山大地炉火熊熊，劳动

号子此起彼伏，出现了“炉火照天地"的壮观景象．清朝末年，张之洞远见卓识，

． 大力开办民族钢铁工业，使地处铁山的大冶铁矿成为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

业——汉冶萍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汉阳铁厂输送了大批原料。从此铁山以其

矿石品位高、蕴藏量大、开采容易等持点为世人瞩目，声震遐迩。铁山为中国近

代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由于1日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掠夺，致使铁山前进

的步履极其沉重，发展非常缓慢。特别是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铁山，侵
， 略者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蹂躏，使这块美丽的土地变得千疮百孔、尸横遍地。，宝

地变成了人间地狱，熠熠生辉的明珠被黑暗吞噬。 ．

一社会主义新中国给铁山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的建设者们云集铁山，为新中国的钢铁事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用

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建设者之歌。

l>



继往开来再造辉煌

我是1956年到大冶铁矿工作的。在我的一生中，深感自豪的是参加了这场轰

轰烈烈的矿山建设大会战，并在这里整整战斗了二十五个春秋，把青春献给了矿

山，留给了铁山。特别使我永远难忘的是1958年9月15日，毛主席来到铁山，视

察大冶铁矿，给铁山人民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增添了无穷的干劲和力量。铁

山人从此披荆斩棘，战严寒、斗酷暑，为新中国的钢铁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江
南明珠重放光彩，昔日荒芜的矿山，如今成了武钢的搿主要粮仓卵，为社会创造了

巨大的财富。据区志记载，1958年到现在，铁山为国家提供优质铁矿石9 800余

万吨，提供矿山铜28万多吨，黄金II 600多公斤，白银l 950多公斤。与此同时，

铁山还大规模开采石灰石与大理石，开办水泥厂，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的建筑

材料。铁山迅速成为我国重要的矿产基地和建材基地。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改革开放政策，为铁山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经济

腾飞插上了强有力的翅膀。一座现代化的工矿城正在迅速崛起。铁山地区的广大．

干群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立足于铁山实际，走。以矿兴工，以工扶农"的

．经济发展之路，把铁山从—个以建材业、采矿业为主的工矿区逐步建设成为一个

多产业的工贸区。目前全区工业企业已有100多家，年产值达10亿元。空调、电

．子、服装、旅游鞋、探伤机等产品畅销国内外。同时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城市

设施j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各种社会事业突飞猛进，硕果喜人。

我是1980年离开大冶铁矿的，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看到铁山

地区这十几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为了让我们牢记铁山人民的

丰功伟绩，铭记铁山辉煌的历史，为了使祖先开创的业绩不被湮没，激发炎黄子

孙的爱国热情，为了使新一代的建设者能在过去和现在的比照中。沉淀一下内心

的纷杂，奉献更多的聪明才智，编纂这部《铁山区志》。躬逢盛世，正值其时。我

衷心祝愿《铁山区志》能充分地发挥它“存史、资治、教化一的作用。 ．

作为一个曾经在这里战斗过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老党员，我对铁山始终怀着

诚挚的感情，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甚至一草一木都能牵动我对过去艰苦

岁月的回忆。‘‘长江后浪推前浪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殷切地希望年轻的一

代，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使铁山这艘航船在改革开放的融融春风中，扬帆远行，

载誉前进。

妻笏妻铿鬻矗煳，黄石市政协主席 一一Ⅲ’

199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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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反映铁山地区的历史、自然、社会的面貌及发展过程，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先总述，后分述，横排竖写，以类系事的方法进行

记述。上限一般不限，下限断至1994年底。

三、本志采用纲目体。以纲提要，以目叙事。

四、资料来源，以档案材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口碑资料一般

． 以三人以上说法一致为准。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志中使用文字、数字、计量等，按

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

六、本志用公元纪年，按需要加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

七、本志图、表按纲目需要安排。

八、引文加注释，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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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铁山，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黄石市西南部。 ．

铁山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即有人类栖息繁衍．大冶建县后，隶

属大冶县．黄石建市以后．属黄石市，是黄石市四个城区之一，现辖一镇、两个街道办事处．

人口为65 798人，其中矿工占58．6％，是一个典型的工矿城区，

铁山属丘陵，三面环山，北高南低，由北至南，依次为低山、矮岭，残丘与平谷．境内

峰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多佯．

铁山属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适宜农作物生长．

铁山。以盛产铁矿石而得名，以悠久而发达的采掘矿冶业而闻名于海内外．

矿产资源主要有铁、铜、金、煤、石灰石等．大冶铁矿是特大型铁铜矿．铁门坎、龙漏、

尖林山、象鼻山、狮子山、尖山等六座矿体一脉相承。品位高，质量优．伴有金、银、铜、钻、

镍等有色金属，储量一亿六千多万吨．有“聚宝盆”之称．

铁山的矿冶业历史悠久．在古代．是采冶结合．先铜后铁．练铜炉渣漫山遍野，经化验

含铁41．08％，含铜0．154％．仅铁门坎西南一处，一次就回收炼铜炉渣16万多吨．这说明，

在炼铁之前，有一段漫长的炼铜历史，采铜炼铜规模宏大．其技术水平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

铁冶历史，可上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21年，孙权徙都武昌(今湖北

鄂州市)，在境内大兴炉冶，锻制刀剑。当时铁山就是武昌境内的冶炼中心．晋在此设铁官。
一 南北朝宋武帝刘裕，亲驻铁山，建行宫，兴炉冶．后人为纪念他，将行宫改庙，将衣冠入冢，

这就是铁山宋皇庙、武帝坟之由来．此后，历代历朝，铁冶相沿未绝．到明初，官冶停罢，民

间。盗冶”仍然未断。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矿山，修铁路，建码头，于1893

年建成大冶铁矿。铁山，成为我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摇篮。大冶铁矿成为我国近代第一座大型

露天铁矿，其规模为东亚之冠。’

但是，大冶铁矿开办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以炮舰为后盾，以资本输出为形式，逐步地

控制了大准铁矿，把铁山变成其掠夺战略物质的基地。1938"-,1945年的沦陷时期．日本利铁

株式会社进行掠夺式开采i其采铁矿501万吨．其中，运回日本427万吨，日寇投降前夕，还

破坏了矿山设备。国民政府接收后，矿山又遭到进一步摧残．到建国前夕，大冶铁矿已陷入

，瘫痪状态．
’

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决定重建大冶铁矿，作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原料基地．遂

≤～{
，



2 概 述

从苏联、东欧引进大批设备，调集2万建设大军，于1955年7月开工，历时3年。于1958年

7月建成投产。是年9月，毛泽东来铁山，视察大冶铁矿，鼓舞了干群的社会主义建设热忱。

重建后的大冶铁矿，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铁铜矿。由采矿，选矿、运输构成生产主体，配

有动力、机修、地测、化验、建安等辅助生产设施，矿山生产能力为年采矿石440万吨，年

选矿430万吨。到1994年，大冶铁矿的生产设备达4 218台，装机总容量16．68万多千瓦，固

定资产净值达20 213万元。已生产铁矿石9 803万吨，矿山铜28．28万吨，钴硫精矿145．3多

万吨，黄金1l 602．5公斤，白银1 955．37公斤。1990年以前，武钢65％～70％的铁精矿都取

自铁山。有色金属产品销往全国一15个省市64家冶金企业。36年创产值93．45亿元(按1990

年不变价)，利润17．59亿元，平均每个铁山人为国家生产铁矿石1 613．26万吨，创产值15．38

万元，刨利润2．89万元。铁山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采掘工业．、是铁山工业的主体．大冶铁矿是采掘工业的龙头。在采掘工业的带动下，铁

山的建材工业、能源工业、运输工业、探矿工业等都得以发展．

建材工业，主要有广州军区水泥厂、黄石第二水泥厂、黄石第八水泥厂和黄石大理石厂。

大理石和大理石壁画，被选用于修建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并运销西欧、北美、大洋

洲。

煤炭工业，有秀山煤矿、沙田煤矿、桐梓沟煤矿、熊家畈煤矿和松屏煤矿等。

原料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加工工业，重工业带动了轻工业，传统工业带动了新兴工业，大

型企业带动了中小企业，中央企业带动了地方工业。铁山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特别是1978

年以后更是突飞猛进，截至1994年，拥有工业企业80多家，其中省、市属25家、区属58家。

职工总数3万余人。1994年全地区工业总产值完成6．3亿元(1990年不变价)。这些工业企

业拥有机电、化工、家电、纺织、服装、制鞋等行业。工业厂家主要有黄石制冷设备厂、探

伤机厂、丝绸厂、矾石厂和帆布厂等．工业产品主要有压缩机、空调器、探伤机、液压软管、

电子管、旅游鞋、帆布、服装等，其中有的产品达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荣获了国家、省、市

的20多项优秀产品奖，畅销国内外。
‘

．

区办地方工业．从手工业起家，经艰苦创业，现已拥有机械、电子、化工、轻纺、食品

和印刷等10多个行业，70多个工厂，职工2．5万人，产值1．4亿元(1990年不变价)。

．乡镇工业，已拥有采矿，建材、皮革、塑料、包装等行业．40余家工厂。年产值已达7 688

万元。

发达的交通，是铁山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早在1892年就修成我省第一条铁路，

将大冶铁矿的铁矿石运到石灰窑码头，或溯江而上到汉阳铁厂，或顺流而下到江浙一带，或

远至东洋。建国后，又修了武大铁路、大沙铁路，形成发达的铁路网络。北通长江“黄金水

道”，南连金山店、大广山、灵乡等矿山，西接。九省通衙∥的武汉，东达“江西门户”九江，

连接京广、京九两条运输大动脉，沟通华东，华中两大经济开发区。

公路四通八达，106国道从铁山境内通过，东抵沪宁，西达“天府之国”。 ’

铁矿的开采，铁路的修通，航运的开辟，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促进了大冶地区经

济的发展。运矿码头石灰窑、机修厂所在地老下陆，也逐渐繁荣起来，采煤、炼铁、水泥、电

力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一座新兴的工业城的雏型在长江之滨形成。追本溯源，铁山也是黄

石市的发祥地之一。但是，大冶铁矿所在地的铁山。却一直发展缓慢，在建国前．是有矿无

市。矿山职员大都住在石灰窑。在铁山的矿工，大多数是卖苦力的临时工，流动性大，生活

贫困，购买力低．全矿只有几家小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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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铁矿重建，职工、家属达数万人。兴建了家属宿舍和配套的生活设施，全矿大

致分采区、工区和家属区三大块，形成一个典型的矿城。

80年代初，铁山进入大发展时期。

经济改革，加大了大冶铁矿的企业自主权，提高了经济效益，有较多的资金投入自身的

发展。兴建职工住宅3l万平方米，约为建国前的104倍，教育、医疗、娱乐等服务设施也日

臻完善。此时，矿山开采进入了衰老期，西采和龙洞露天采场相继闭坑，矿石产量下降，大

冶铁矿开始进行战略性的经济转移，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 ’

铁山各级地方政府，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依托中央大型企业，发挥
’

本地资源优势，或争取大企业的资金、设备和技术的支援，或利用大冶铁矿的边角废料，发

展和大企业互补的加工企业．服务行业和第三产业。

80-'-,90年代初，铁山新建项目不断，脚手架林立，整个铁山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八方客

商，也看中了这块宝地，纷纷前来经商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铁山市政建设的发展。从i984年到1994年，新建改建的街道29条，
． 形成铁山大道等12条主干线。

’

1994年，铁山地区年供电量达15亿千瓦时．保证了生产生活用电。

这一发展时期，修了三座水库，引来了三山湖水和长江水，保证了生产生活用水。排水

系统已成网络，矿区自然排水及生产、生活污水的排放通畅。邮电部门开通了4 000门程控电

．话，通讯直达全球。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商行、建行、农行等专业银行都在铁山设立支行，业

务繁忙、存贷两旺。
’

，

到1994年，全区有商店、饮食、宾馆、旅社、药店、照像馆、歌舞厅等450余家，固定

资产8 000余万元，年营业收入1．8亿元．铁山商场已跻身黄石市十大商场之一，年营业额
2 000多万元．个体经营经济已初具规模，现有个体工商户1 169家，从业人员1 677人。已形

成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完整的教育体系。全区现有幼儿园9所，中小学19所，职教1所，技校

1所，电大分校1所，儿童及青年少年入园、入学率达100％．矿山技校为国家重点技工学校，

全国冶金矿山高级技工培训中心．全区有电影院、剧院、体育馆、俱乐部、文化宫等10多处。

其中有两个体育瞎能承担国家级体育比赛．电视转播台有4家．闭路电视入户率达90％．铁

山地区的名胜古迹龙洞、铁山庙、东方山古寺得到修复和重建。鹿獐山开辟为公园，鹿峰阁

有。小黄鹤楼”之称，“鹿峰朝晖”被列为黄石新八景之一。全区有综合医院5所，卫生院2

所，卫生所8所，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l所，病床700余张，医护人员871人。医疗设备

得到完善，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四苗接种率达92％，儿童体检合格率达95％，人

民的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 。

总之。铁山已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发展全面的欣欣向荣的工矿城区。

铁山的农村，共有43个自然村，8 000多人口．建国前是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大都是聚

族而居。生产条件也差，山是石头山，地是挂坡地，土地又高度集中，无地少地的农民，农

忙时，给地主打工，农闲时，到铁矿作工，生活十分贫困。建国后，农民翻身解放，分到了

田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改革开放后，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解决了“温饱”，又开始奔

向。小康”。

铁山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0年代，大冶铁矿重建阶段，当地农

民拆迁房屋5万多平方米，让出水田1 199亩、旱地2 500亩和大片山林，搬迁了姜安、刘庚、

大曹村、细姜安、邵皇瑜、下手陆、庙下成、胡家垅、张可教、得道湾等10多个村庄．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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