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 黄石煤矿小志

湖北省黄石矿务局编



凡 ． 例

．．一、本矿史是根据煤炭工业部及省煤炭工业局的指示

编写的。

二、本矿史资料的时限，上限溯至有史可查的明代嘉

靖庚子年(1540)，下限截至 年。．1981

三、关于年号的使用，为使读者便于了解史实发生在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解放前的史料一律用当时年号，后加

括号注明公元，如光绪元年(1875)，民国元年(1912)
’

等，余类推。解放后(湖北习惯以1949年5月16目武汉解

放时为准)的史料，一律用公元。

，四、关于地名的使用，解放前用当时地名．，如大冶东乡

石灰窑、黄石港等，因为当时还没有黄石市。

． 五、关于度量衡，解放前习惯用华里、市斤等，从习

惯，解放后一律用公制。

六、关于资料来源，外来的、比较重要的都注明出

处。在档案资料中，黄石档案馆藏的源华档案，则注如“

黄源档17—6”，利华的档案，则注如“黄利档116～1

—104”，属于黄石市的档案，则注如“市档82”；属于

～本局收藏的档案，一般不注出处，特别重要的则加以注

明，如“局档203"。

七、关于日伪统治时期“大冶煤炭株式会社”的资料，

是本局胡家湾煤矿高级工程师陈贤瑞同志提供的，局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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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连发同志也为本矿史提供了资料，特在此～并致谢!

八、本矿史编写办公室的负责人是本局副局长兼总工

程师刘镇江同志及局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源林同志，具体负

责人是副总工程师徐继耀同志；从事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

的有徐继耀、萧家骏、张杰之、邹正芬和蒲浩中等同志；

刘源清同志是本矿史的撰稿人并担任了总编工作。?自于我

们政治水平不高，搜集的资料又很不完全，虽然稿件都经

过了若干当事人审核，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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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黄石煤炭矿区，在湖北省大冶县境内。其地理范围为

东起河口，经黄石市区黄荆山而西至铁山、还地桥、保安

及鄂域牛头山等地，东西走向长达53公里，横亘大冶全

县。含煤面积约达500平方公里。煤层主要赋存于上二迭

纪龙坛煤组。可采煤一般只有一层。煤体以似层状为主，

间有藕节状及藤瓜状者。煤种以无烟煤为主，烟煤次之。

煤质合于工业及民用，优于本省其他各矿区。抗日战争

前，除主要销场武汉外，曾一度行销到长江下游的九江、

南京、上海以至沿海的烟台、厦门、汕头等地，在这些市

场，均享有盛誉。销售煤工业分析的主要指标，无烟煤灰

分一般在20％上下，个别地区有达30％的；挥发份在8％

左右，起火快；含硫量小于2％；发热量为每公斤Z，000大

卡左右。烟煤灰份较高，在20～35之间；挥发份30％左

右；含硫高，大于5％；发热量为每公斤6，000大卡左

右。开采特点为单一煤层，地质复杂，三大率不理想(即

含煤率低，掘进率高，回采率低)，水平服务年限短，延

伸频繁，接替紧张，等等。根据勘探测算的地质资料，全

区尚有“保有储量”12，819．02万吨，其中：省营九对矿

井的“工业储量"为3，234．07万吨。

本矿区的煤炭开采史，在明代中叶《大冶县志》的庚

子志(1540)中有了记载，距今已有443年，实际开采时



问，当在庚子志编成之前。由于民风未开，迷信风水，加

之缺乏开采技术，死亡事故频繁，绅、民反对，官府禁

采，现在查到了的文献，县邑侯勒碑禁采的，就有两次。

迄至晚清，内政不修，外患频仍，清政府中以直隶总督李

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标榜“一自强求

富”，兴办工矿交通运输事业，光绪元年(t875)，继奏

准开办福建省台湾基隆煤矿之后，又奏请在本省广济、兴

国等地开办煤矿，·派直隶侯补道盛宣怀为总办。组成了湖

北开采煤铁总局，‘随后，盛宣怀带回英籍矿师郭师敦譬周

历大冶县属”，对大冶县的煤铁进行了勘察，并派余利宾

在晃牌山设立分局进行开采。、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

洞由粤调任湖广总督，建炼铁厂于汉阳府城外大别山之北

麓，在大冶设立了王三石、李士墩两煤局，王三石煤局的

工人多达千人；并发布告示，晓谕民间办矿。民国成立，

湖北省当局又在大冶办了炭山湾煤矿黄獭捕鱼分厂及阳武

山等矿。虽然官办煤矿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于推动大冶

县民间办矿，则起了一定的作用。据不完全调查统计，光

绪年间下陆勘探区的民办煤矿，就达八处之多，其中，日

永大公司还购置水泵三台，初具资本主义企业规模。民国成

立，’民营煤矿又有所发展，在十七、八年间(1928--1929)，

大冶全县申请领照开采煤矿的，多达七十余家。由于资本

主义的自由竞争及交通运输未能解决等原因，抗,El战争开

始后大冶沦陷前夕，全县的小煤窑己基本关闭；石灰窑黄

荆山南北两麓的一些煤矿公司，也因市场之争，以大吃小，

大部份被淘汰，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源华、利华两家，

因之黄石矿区的煤炭发展史，基本上是源华、利华两矿的

·2·



发展史。目前，黄石矿务局的煤产量，从上述两矿原领矿

区开采出来的，仍占一半左右。预计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内，仍将是黄石矿区煤炭生产的主要支柱。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开采技术也有了进步。前清时

代，除了官办的煤矿己开始用机器钻探、排水、提升外；

民营煤矿，从明代开始，首先是令人或合夥经营，见煤即

采，遇水则弃；到了清代，才有竹筒抽水，风车扇风，个

别矿还有了水泵等比较可以延伸的技术，工具为类似目前

黄石各矿井下用的三角扒、。十字镐及手锤。民国以后，富

源、富华(包括后来两矿合并的源华)、利华三矿在提

升、排水、通风等三个主要方面开始使用机械的先后情况

是：提升，富源民国十一年(1922)；富华，系平巷，不

用提升设备。排水，+富源民国十一年(1922)；富华，民

国九年(1920)。通风，源华黄厂，沦陷敌占时期，桐厂

民国三十七年(t948)。至于利华，开办较迟，该矿在第

二次增资改组予民国二十三年(1934)投产时，在提升、

排水、通风三个方面，都使用了机械，全部开采设备都比

较先进。 ：

解放以来的三十二年中，矿区通过公私合营、技术改

造、调整等一系列工作，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其中，由黄

石煤炭矿务局领导的省营矿井八矿九对，已基本定型，．生

产规模稳定在年产_百万吨左右。在黄石市区的有源华袁

仓、胡家湾、道士袱三个矿，对外运输主要是轮船、火

车，交通方便，运费低廉，产品一直畅销。．在大冶县境

的，有秀山、松屏、熊家畈、桐梓沟、沙田等五个矿，对

外运输，除秀山矿有铁路外，其余四矿均靠汽车，运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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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运费较高，在全国煤炭供应充裕的时侯，产品就要滞

销，二十年来，桐梓沟、沙田两矿，曾一度被迫下马；

1980年的经济调整中，桐梓沟、熊家畈两矿，产品大量积

压，分别停产半年到一年，经过最大努力和客观形势起了

变化，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九对矿井中，只有沙田系烟

煤矿，生产规模五万吨0大冶县营的有东风煤矿，生产规

模五万吨；牛头山二矿，正在建井之中。前者为无烟煤，

后者为烟煤。大冶县设有燃料化工局，直接领导上述两

矿，并在业务技术上，指导社队小煤窑。社队煤矿计有十

四个，生产规模二十七万吨。其中，提升、排水、通风实

现了机械化的计达六个，颇具规模。运输全靠汽车，产品

销路很好。煤炭除大冶县自用外，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可供

外销，本省市场为黄冈及孝感，荆州：襄阳地区的部份县

份，外销远达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省。

解放以后的三十二年问，黄石矿区在党的正确领导

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并取得了成绩：

首先，在政治方面，开展了民主改革、三反五反、镇

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部份

的股份，取消了封建把头制度，实行了职工代表大会制

度，使过去的井下工人从“窿花子”成为矿山的主人，极

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在历次政治运

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成为矿山的领导骨干，目

前，矿、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这些积极分子仍占很大的

比重，他们为矿山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在经济方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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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到1966年第三季度定

息截止后，整个矿山就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三十二年

来，人民政府对矿山共投资12，267．23万元，对矿山的生

产、运输及生活设施，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

第三，除在工人中选拔干部外，党还特别注意培养生

产、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门人材，并接受了国家分配来的

大中专毕业生。据不完全统计，局开办了采掘、安全、会

计等各种训练班，培训期问三个月至一年，培养了各级基

层干部l，044人。在党的实现干部“四化”(即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号召下，更加注意了干部的

培训工作。目前全矿区有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209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工程师64人；在大冶县燃料化工

局，也有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二人。在局、矿(科)一

级的领导干音,9168人中，大专毕业的达42人，其中大专19

人，中专23人，占四分之一。
‘

第四，提高了机械化开采程度，采用了各项新技术。

在机械化作业方面，目前，除了开拓掘进的装岩大部份尚用

人力外，其余各个工序和各个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在采

用和推广新技术方面，举其大者有：湿式凿岩、深孔爆破一

次成巷、长壁采煤法、小型割煤机、金属支柱及水泥支

架、防爆开关、综合防尘及大巷电机车、运输井口提升联

动线等等，提高了工效，减低了职业病的发病率及减轻了

劳动强度，这些新技术，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前未采用的。

第五、大量地举办了各种福利设施，提高了采煤工人

的工资，极大的缩小了井下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收

入差距。均按可比和自由市场的几种主要物资计算，过去

·5·



私营期间的矿师，每月l改入千元，而工人的工资，平均只

有7．50元，另外供给霉米、烂菜的伙食，月收入约在十元

、上下；矿师的工资收入，为工人的一百倍左右。过去工人

一月的收入，不到一吨煤钱，约当一石(156市斤)米钱；

现在我们井下的采掘工人，最低为四级，月收入包括奖

金、井下津贴及高温保健等项，都在百元以上，与总工程

‘师的工资收入相比，已相差无几；约当三吨煤钱，二石半

米钱(按集贸市场价计算)。至于解放以后工业品的比价大

幅度下降，各种福利设施如劳动保护、优抚制度、劳动保险

等的推行，职工群众因而得到的实惠，那更是无法计算和

与旧社会无可比拟盼。 ．

三十二年来，黄石矿区发展煤炭生产的成绩是巨大

的，目前全区的产量，超过了解放前初期的八倍，它的产

品，根据煤炭统一分配原则，省营的九对矿井，保证了黄

石市营工业及全部民用所需，分别满足黄冈地区、黄石电

厂的5c一75％；设在黄石的省营工业如水泥、棉纺织等行

业，也保证供应。县营及社队煤矿，则有三分之二运销外

地，为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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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明清时代

第二章 官府禁采与绅、民反
●

，
。

对开采阶段

’黄石矿区开采煤炭，始于明代，据传开采初期，当地农

民三五合夥，集斗米、斤油、一捆柴之资，于山野间结草

为屋，农闲则聚，农忙则散。因开采接近地表，随煤层露+

头而进，逢煤即采，遇水则弃，谈不上什么开采技术和专

用设备；但煤质优良，甚合农家炊事之用。至今小窑遗迹；

遍布各地，废墟矸石，随处可见。考之文献，最早记载开

采煤炭的《大冶县志》是嘉靖庚子志(1540)： “煤炭出

章山、道士袱二里①”．。两地均在大冶县东乡的黄荆山地

区，即现在的黄石市范围。其次是在西乡保安金山的石碑

中，载明清代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三Et(1799．12．18)在

竹墩宕煤窿发生的一次淹井事故中，淹毙采煤者十八人，

经县谕立碑， “永远不得开挖取煤”的《墓志铭》，兹录

其《墓志铭》原文及附照片于次：

墓志铭 古人云，死生亦太矣，岂不痛哉!然人有生之日，岂无死殁之

期，为我兄弟，协力掘煤，命运不济，惨遏煤垅(窿)淹毙之厄，殁于嘉庆

四年十一月二十三(1 7 9 9．，1 2，。1 8)夜子时，在于竹墩宕，淹毙一

十八名．报明县主陈勘明，见集水浩大，尸首难捞，。详明_E-Z-，宪谕做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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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砗，侈蒲不思l何思日月推迁

垂万古．官山舟(竹)墩宕一面

手足之情难謇I：骨肉山上，县宪哥冀，

甘结封荣．永适不得开挖取堞．冯兰

莘．不得以山泣坟；众性^等，不得默坟占山．呜呼癔戬l夸立石碑，永

万亿．不稃拧坪云．

(死者姓名从喀)

皇清嘉庆五年岁在麂申(1 8 0 0)孟冬月(夏历十月)备旦

日(印言甘)立

附碑文照片

此碑所在地为大冶县保安公社的金山，当地农民叫

“官山”，即现在的湖北省黄石煤炭矿务局沙田煤矿矿

区范围之内，当沙田煤矿主井II之东南半山坡上，海拔

102．7米，高于沙田主井口五十余、术，距主井口约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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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此碑的刻字面(即上附的照片)宽900公分，高680

公分，加上两侧的镶边及碑顶的横额，宽1，270公分，高

920公分。可惜镶边及横额已被人破坏，除左侧的镶边尚

在原处外，右侧的镶边已被人搬倒；碑顶的横额三节已被

人掀下，横额及镶边散弃四周。碑的正身已被人撬动，碑

身微向前倾，撬动的还是新痕迹。如不及早设法修复，

因现在农村大量建房，很有可能被盗走。

石碑的左右及上方，据目测尚堆有长约二百米、宽约

四十米、厚约三米的煤矸石。从淹水的1799年封禁到今

年(1983)，己有184年，风化水冲，当流损不少，即以

现存的煤矸石粗累计算，尚存24，oooM 3，如按目前沙田

煤矿的煤矸石比重为2．2，及每出一吨煤、矸石约占30％

计算，此处也出了煤炭17．6万吨，年产万吨，此处开采了

近二十年；如年产五千吨，则开采了近四十年。似乎可以

肯定，此矿兴办于前清乾隆年间，或系清初明末。

至于井下，沙田煤矿开到此处时，发现老窿纵横，还

有斜井。残存的支架为“蟹子钳形密集支架”(我们现在

给定的名，支柱头形如门，横梁就搁在上形支柱的凹处)，

之所以称咖茸集支架”，是因每副支架的间隔，多则500

公分，。步的只有200公分。除残存支架外，尚未发现其他

生产工具。

综合沙田煤矿开采到此处时发现的老窿、民间传说及

《墓志铭》载等情况，淹水死人事故的原因及处理经过是

这样的： ·

淹水原因是老窿穿水。此山原名竹墩宕，为冯姓所

有，矿主亦为冯姓人。煤窿于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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