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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鑫 明

泸州市地处天府之国南缘，为云、贵、川

三省通衢要冲，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据蜀

南入滇黔之咽喉。历史上扼丝绸南路之要塞．

为护国讨袁的主战场，。泸顺起义”的策源地，

历来为兵家必争必守之重镇。从宋朝起就是

蜀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城市．

泸州山青水秀．气娱温和．物产丰绕。长

江，沱江、赤水、永宁河环抱古城。清乾隆进士

张问陶有。滩平山远水蔚蓝”的赞誉．山水如

画的历史文化名城——泸州，煤炭资源十分

丰富。从唐宋年问百姓采煤烤酒到清嘉庆年

问广泛用于工业作坊生产；从产煤地带零星、

间断武开采到开矿、办厂进入正规生产；从煤

矿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到作矿山主人，其闻

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

建国40年来，泸州煤炭工业经过起步，

创业、发展阶段，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作出了贡献。

当今盛世修志。‘中国煤炭志·四川卷》、

<四川省志·煤炭工业志>也相继问世。现在，

《泸州市煤炭工业志》经全行业职工的努力，

修志人员辛勤劳动，也与读者见面了．

泸州煤炭工业的历史是前进昀，发展的．

。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今修志顺时推移，建

国前内容粗略．建国后为重点。本着。资治、存

史、教化”原则，搜集所得史实资料，以地质、

资源，生产、经营、管理、科研、教育、安全、党

群，人物等十三章汇集成志．有益今入，惠及

后人。

回顾过去，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任重道

远。为加快泸州煤炭工业改革开放的步代，促

进矿山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省、市。煤，硫、电、

运、化综合开发，同步推进”的思路，开发古叙

煤田。为振兴四川煤炭工业，把泸州建设成我

国西南最大的煤化工基地．在这一片热土上

谱写出泸州煤炭战线职工。特别能战斗”的新

诗篇。

1992年11月于泸州



凡 例

一、本志是泸州市首次编写的泸州市志

．煤炭工业专业志书．包括煤炭工业发展概况．

地质资源、生产，经营，科研、安全环保、乡镇

煤矿、职工教育、党群工作．人物等方面的内

容．。资治、教化、存史”为宗旨．鉴古观今。启

迪未来．以资促进煤炭工业的发展．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为指

针．对史料力求真实，一般不加评述，寓观点

于记事之中．

三．志书设序、概述、大事记、部门志，人

物简介、附录．后记．志为主体．分章、节、目、

子等四个层次。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穿插于

有关章节之中．大事记是以编年体与记事始

末相结合的体裁。

四、本志所述内容．上起清嘉庆(1776)年

下至1990年．文字采用语体文。以时为经，事

为纬．纵横结合．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

同的的原则．重点记述我市国有煤矿的史实．

乡镇煤矿专列一章。

五，志书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

两种方法．民国以前，朝代年月日用汉字书

写．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l民国纪年用阿拉伯

数字．后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属成立

后．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六．志书称谓。用第三人称书写，对人物

直书姓名．不加褒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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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泸州．古称江阳、泸川、泾南。地处四川盆

地南缘，长江、沱江汇合处．是一座具有两千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夏商时为梁州域，周属

巴国，西汉初年为江阳县，东汉建安18年(公

元213年)成立江阳郡．梁大同年问(535—

546)设泸州治。唐、宋沿用至今，民国时改称

泸县．

泸州自古以来就是川南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和军事要镇，为云贵川水陆要7巾和商品

集散地。宋代就是“商贾云集，五方杂处”的西

南要会。明代列入全国33个大城市之列．建

国后为川南行署直辖泸州市，1952年为地辖

市，1983年为省辖泸州市．辖市中区，泸县+、

合江县、纳溪县、叙永县、古蔺县等六个区县

(江北区正在开发之中)．地理座标，东经

105。8—106。28，北纬27。39—29。20之间。东

部与重庆接壤，南与云贵、西与宜宾地区、北

与自贡及内江市相邻，面积12548．5平方公

里，人口450多万。一

泸叙铁路与成渝铁路接轨。省级干线公

路从泸州向南经纳溪、叙永至贵州，向北至隆

昌接成渝公路，纵贯本市南、北煤矿区，支线

可通各县和主要乡镇，大(贵州大方)纳(纳

溪)公路横贯古叙煤矿区。市内各生产矿井均

有公路相通。本市河流属长江水系：长江自

西向东穿境而过，流经纳溪、市中区、(江北

区)、泸县、合江县。沱江为本市最大的长江支

流。从西北部入境，至泸州市中区汇入长江．

长江航道上至宜宾，下至重庆，每日有客轮往

来l沱江从泸州市中区至富顺，内江等终年通

轮船。此外，永宁河和赤水河在区内河段可通

木船。泸州民航可飞成都、重庆、贵阳、昆明．

泸州地处准南亚热带气候带，四季气候

温和，物资丰饶．全市主要含煤地层为上二迭

统龙潭组和上三迭统须家河组．地方煤矿保

有储量70．7亿吨。占全省地方煤矿保有储量

的12．5％，其中古叙煤田经初步探明储量为

61．6亿吨．本市煤炭资源以无烟煤为主，烟

煤第二。

泸州市煤炭主要集中在泸县、叙永、古蔺

三个县，其余县(区)因煤层薄，不具备开采条

件。

烟煤：主要产于泸荣煤田一部分的泸县

境内，储量为1．3亿吨．有市属新民煤矿、狐

狸坡煤矿，县属远大煤矿、杨梅沟煤矿，年产

原煤48万吨，乡镇煤矿产原煤64．5万吨，煤

田总面积为110平方公里。 ‘

无烟煤。主要分布在古蔺、叙永县境内，

即古叙煤田．储量为61亿吨，其中优质无烟

煤44亿吨。有县属后山煤矿、青龙嘴煤矿、古

蔺县煤矿．年产原煤6．5万吨，乡镇和个体煤

窑年产原煤70万吨．全市烟煤、无烟煤年总

产量220万吨．(据泸州市统计局<泸州四十

年’)

唐、宋时期。泸州以酿酒著称巴蜀．人们

就使用煤炭作燃料来烤酒。”古叙山区老百姓

利用露头煤来烤火．山区群众地炉子烤火习

俗。直沿袭至今．明时，泸州为直隶属泸州，

下辖35个县，用煤制盐。清初．泸州煤炭产量

已达7000至10000吨，凭借赤水河、永宁河、

／



2 概述

长江、沱江水道将叙永、古蔺、泸县产煤运往

泸州、江津，内江、重庆。清同治年问．煤炭为

‘工业小作坊(锻工)所用。叙永后山煤并开采

于1862年；1894年古蔺岔角滩“新华煤炭公

司”成立。有职工200余人．为古蔺县最早、最

大的煤矿．1913年为洋行(英国)轮船公司客

轮、货轮供煤。1927年成立“泸县福星矿业事

务所”，包销蒙子桥一带所产煤炭。由此开创

泸县外运(销)煤炭的先河。抗日战争时期．泸

州煤炭行业有所发展，军界、官僚纷纷投资办

矿采煤。1937年泸州23兵工厂建成750KW

火电站，由泸县供煤．加上酒坊生产兴隆．烤

酒用煤增大，自营炭商号也相继挂牌．泸州成

立煤炭行业工会。四十年代全市煤产量已达

10万吨，为泸县境内的石棚火电厂提供燃料

(发电量为2000KW)。

旧社会挖煤工人处于社会最下层，干活

时间长，生活无保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每天干活16个小时以上．稍不顺·C．-BP被资本

家毒打、开除．或被拉去当壮丁。工资待遇是

二八开(即10船煤炭，工人两船，资本家8

船)，只够个人简单生活，谈不上供家养口。民

谣唱道：。煤窑娃，煤黑子，埋在地下没有死。

煤老板．心狠毒，哪管工人死与活；冬无棉衣

夏无床，吃的是康杷，睡的是火坑。”据退休老

工人王少安、李焕章二人回忆：。有一次在江

家马门窑煤洞发生瓦斯燃烧事故，烧死工人

彭志云、朱银成二人，陈大牛、王少安烧成重

伤，资本家根本不管。王、陈二人自负医药费

治疗，时间长达年余。伤处腐烂，生蛆发臭，裸

体睡在芭蕉叶上．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这

就是旧社会矿工生活的缩影。所以，他们最富

有革命性．中共重庆地委曾在1941年派共产

党员陈意诚到古蔺岔角滩煤矿任矿长，从事

地下党的工作，为川南地下党培育了基本骨

干．播下革命火种．
’

由于煤矿生产销售时起时落，煤矿大多

办办停停，产量不稳定。1949年全市原煤产

量不足4万吨。此时期泸县境内有长期生产

的四联煤厂、高厚煤矿、远大煤矿；叙永县内

有后山煤矿；古蔺具内有岔角滩煤厂。而季节

性产煤窑泸县有100多个．叙永县有40多

个，古蔺县内有60多个．产煤为3．67万吨。

建国初(1949年)泸州地区小煤井因资金短

缺、股东变动、工人工资不保．多属断续采煤、

季节性开采．年产量3．87万吨到4万吨。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0年至1955年问．产

量也只是在lo万吨之间。小煤井的开拓、掘

进、采煤方式及运输处于变迁之中。由于人民‘

政府的资助．经公私合营，对私改造．国家投

资．使原小煤井(窑)组织起来。1958年先后

建立了国营后山煤矿、泸县远大煤矿．新民煤

矿。矿井由巷柱式开采改为短壁式开采，人工

风簸摇风、车水等也改为抽风机、水泵排水，

生产日趋发展，产量、产品增加。到1960年产

量达98．11万吨，焦炭0．5万吨。原煤销往泸

州，江津、重庆。1962年执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方针．泸州煤矿工业企业一批煤井

。下马”．职工精减回家支援农业生产。1958

年投产的远大煤矿．也被迫停产，全市年产量

不足30万吨。煤炭工业趺入低谷。进入七十

年代，刚复苏的煤炭工业又受。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和影响，产量时高时低，很不稳定，徘

徊在40至60万吨间。

1974年，查明泸县古佛山背斜南段东翼

成煤时代是晚三叠系上统须家河组，地质储

量1057．7万吨，工业储量969．7万吨．开采

储量824．2万吨。同年4月省计委下达新建

狐狸坡煤矿项目，7月动工，1981年12月投

产。设计生产能力为9万吨。采取长壁式集

中开采、手镐和放炮落煤，金属支柱支护，运

输机械化、通风、排水、电讯及九大管理系统

达到标准化，1988年，年产原煤能力达16万

吨，成为泸州市最大的国有煤矿．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地方工业的发展，迫切要求煤炭生产加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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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的基础

j止建立了杨梅沟煤矿．设计能力9万吨／年．

71987年6月投产．矿井服务年限40年。改革

f开放使矿山发生了根本变化．井田储量勘探．

／7确定了矿井的开采年限；矿井技改项目实施，

技措、安全资金投入；科技兴矿的实践l多种

经营和集体经济的崛起．不仅使泸州煤炭工

业产量从1970年时的40．54万吨增长到

1989年的218．82万吨．焦炭从0．5万吨增

长到4万吨．洗精煤年产30万吨．矸砖生产

能力达5000万匹／年．还有煤焦油、硫精砂、

泥煤、滤水煤、活性炭、硫磺一大批产品投放

市场。

1985年9月，经省政府批准．泸州市煤

炭冶金工业局成立．新民煤矿、狐狸坡煤矿，

矿山救护队．煤冶供销公司由煤冶局直管．

并对远大煤矿、杨梅沟煤矿，后山煤矿、青龙

嘴煤矿、古蔺县煤矿，活性炭厂实行行业管

理．七个国有煤矿有矿井8对。生产能力52

万吨／年。乡镇小煤矿(井、窑)170个．生产能

3

力190万吨。煤炭集散地隆昌、广顺、许家沟、

福集，小市、兰田金鸡渡码头，王爷庙码头、小

关门码头，年发货能力为30万吨．入洗能力

50万吨。其中入选能量最大的15万吨为杨

梅沟煤矿的洗选厂。原煤销往成都、内江，重

庆、宜宾，自贡、江浙一带．

1990年泸州市煤炭工业有全民所有制

职工7500人，其中科技人员342人，工程技

术人员102人，采掘专业占总数45．5％，地

测专业占14．8％．机电专业占25％，土建

8％，其他专业占6．7％。。斜井自动跑车装置

——挡车栏”、。矸石洗选的研究应用”、。光爆

锚喷的研究与应用”等科技成果获奖。1990

年12月成立泸州市煤炭学会，有会员97人．

学会因成绩突出获省科协“金牛奖”。

泸州煤炭工业经省、市。八五“九五”发

展规划论证，确定为泸州工业四大经济支柱

之一(化工、酿酒，工程机械、煤炭)．伴随古叙

煤田的提前开发。一个西南最大的煤化工基

地将崛起在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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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 民国9年(1920年)

泸县狐狸坡一带煤层吐露地表，当地就

有人用土法挖掘煤炭，自产自烧。后逐渐发展

成为煤厂．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

叙永县后山有本地江姓(为主)、胡姓两

家地主开办小煤窑，共开采煤洞12个，直到

1949年底．

清光绪十九年(1894年)

．泸县石桥乡新民村林福成、熊炳生集资

在白鹤坟凿井，取名。高厚煤厂”，又叫。白鹤

坟煤厂”。掘进约280m(当时用肩掌尺计量)．

1923年因无资金停办。民国27年(1938年)

玄滩乡邱敦厚约集邱银斋、杨立本等lo个股

东．每股投资黄谷200—300石，继续在高厚

煤厂处掘进约150m，未见炭。到了民国31年

(1942年)，由于资金困难，又约刁举贤入股，

投资黄谷120石，继续掘进。民国33年(1944

年)高厚煤厂改变掘进方向，挖穿双连炭，煤

层厚约45cm。民国37年(1948年)高厚煤厂

改变组织形式，将生产划为大班、新大班、风

水班、小班，曾一度刺激了生产。

时有裹呈县岔夏徽嚣蓑 ’民国14tI三(1925200 年)
时有职工 余人．是古蔺最早、最大的煤 一一 。7

矿。

民国2年(1913年)

荣昌张平阶、泸县鲁让山等人集资开办

泸县狐狸坡煤厂．初筹lo股．每股大洋300

元，后增至12股，每股增至1000元，1921年

穿煤。初名。泸荣厂”．后更名。福星厂”，张任

厂长，张去世后由鲁建继任厂长．运输靠人挑

马驮．

泸县狐狸坡福星煤厂集资修堰，从野猪

湾入马溪河到石龙场(约2500m)砌石为堤．

分段扎堰．接堆金湾炭厂所修之官堰。运煤至

富顺煮盐，内江熬糖，泸州，合江．江津也多用

狐狸坡煤。同年，泸县中峰乡绅民谢笃中约集

十大股东在叫化岩(现泸县杨梅沟矿井)凿平

硐160m．采火夹煤，后延伸160m见了大龙

煤，后因开采困难而停办。

，，，，，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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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 6年(1 927年)3月．14 f-t

驻荣。泸县福兴矿业事务所”在荣昌县城

南街子成立，所长张平阶、鲁让山．经营包销

荣昌蒙予桥所产煤。

民国20年(1 931年) 、

狐狸坡福星煤厂修建到野猪湾上船木梯

的车路(即辊兜路)2．5公里．日运输可达120

吨以上。

民国21年(1932年)

狐狸坡福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

亡12人．

民国22年(1933年)

福星厂召开股东会，众推鲁让山之子鲁

序东为总经理。
‘

●

民国23年(1 934年)

．福星厂筹大洋3000元，造船100余艘，

自行运输交用户．同年。据‘鲁氏家谱’记载。

“狐狸坡福星厂用手镐挖煤，油灯照明、人工

抽风，竹笼抽水、人力运输拖爆出井。厂内有

大小班32个，总人数达1000余人，日产量

13卜160吨不等．大班是主人、小班是佃户，
有红记(今中间商)纳押金于大班。所产煤经

马门过秤后由红记收购．自行护运觅销。”

民国24年(1 935年)

福星厂股东莫再华控告鲁序东“众饥独

饱”．要求分红付息。经泸县里仁乡(今玄滩

乡)唐宝山调解．鲁序东付红息大洋100余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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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挖掘工具为啄子，运输工具为背兜、拖船。

民国30年(1 941年)

成立泸州煤炭行业工会．是泸州地区对

煤炭市场和煤炭商号的管理机构。地址设在

泸州水神庙(现管驿嘴针织厂内)．

民国36年(1947年)初

隆昌县云顶乡人郭佐僖与泸县桐兴乡王

．保华合伙集资黄谷1000石，计1000个股份。

郭、王二人700股，其余股东300股，租用方

洞乡陈田铺屈郭氏在桐兴乡沙冲的土地，开

办“建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经县批准派胡

家修到沙冲划定煤矿开采界线．东至鸡公岭，

南至芦蒿冲．北至高笋沟。1948年下半年开

始凿井．1949年冬凿井停工．

吨．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2月3日 泸县(今泸州市)解放。

是年，泸州市境内原煤产量为3．87万

1950年

泸县开办有30年历史的高厚煤厂，因产

品滞销，折本销售，造成严重亏损．

1 951年，。

6月．泸县人民政府为帮助高厚煤厂周· 、

转及补发职员工资．贷给大米lo万斤。仍欠

债I．5亿元(旧币)．11月17日．泸县人民政 ．

府派工商科科长李成模为军事代表．接管泸

县高厚煤厂．将厂名更改为“泸县新民煤矿”．

7月，川I南煤业建筑公司成立，是川南地

区第一个煤炭经营机构．1956年1月煤炭商

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中心合作商店

一个，门市20个。1958年7月，泸州市区煤

炭业务收归泸州市商业局生资股经营。1962

年8月恢复成立了泸州市煤建公司并成立了·

煤炭总店。1981年2月全市民用煤实行凭证

定量供应。随着民用天燃气的发展，现已基本

缓解。仍有25395户生活用煤，占总户数的

43％。

1952年

1952年初．泸县宣传贯彻《西南区土采

煤窑管理办法》。黄彬庸、黄明钦、李富荣和王

治清作为四个股东联合，选择黄志宣丢下的

燕子岩废井重新开办煤厂．取名为“四联煤

厂”(今泸县远大煤矿的前身)。

2月，泸县新民煤矿实行民主改革．清理

企业资产，进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

8月6日．新民煤矿由于煤炭长期积压．

资金无法周转，被迫停产封井。对在土改中未

分土地职工发放生活补助费．当时有职工

225人，发补助费的165人．

10月，泸县工商科贯彻执行‘西南区土

采煤窑管理办法>，对分布在全县6个区19

个乡境内的小煤窑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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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整顿工作．年底结束。保留了四联煤厂等

9个私营煤厂。

1953年

6月．泸县四联煤厂集资办厂．每个职工

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和一点水烟钱外全部

用于开凿新井．自力更生开办煤厂。由方树清

带队到桐兴乡的高笋沟凿井．由于凿到采空

区而停止．10月又转移到光明乡的堰桥开凿

新井。

是年．泸州市全市原煤产量7．24万吨。

1955年

2月，泸县加明乡私营高烟囱煤厂，被水

淹没而关闭，部分人员到四联煤厂．3月泸县

天洋乡私营仁和煤厂，因煤层破碎而停办．部

份人员调四联煤厂．

8月18日J泸县五福煤矿为寻找接替

井，恢复狐狸坡老井投产。职工人数126人，

月产量318一1900吨不等．所产煤由泸州煤

建公司玄滩组运销．并签订销售合同。次年8

月20日合同解除．自产自销。

1956年

5月13日，泸县四联煤厂完成私营工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

6月，西南煤田地质勘探局137队在泸

县新民煤矿矿区进行钻探工作．普查于次年

3月结束．勘探证明，本区煤层较为稳定，有

开采价值．

1 957年

年初．泸县四联煤矿资源不足，在桐兴乡

沙冲开拓新井。7月泸县交通科接手远大、前

程两矿．开办国营泸县远大煤矿和泸县前程

煤矿。 ．

3月，西南煤田地质探队对泸县新民煤

矿矿区进行详查、精查勘探。于次年8月结

束。提交了‘四川I永荣煤田石桥坝勘探区精查

地质报告)，获石桥坝并田煤储量1413．3万

吨．本月中旬泸县手工业联社组织一个矿务

组到白鹤坟，筹备新民煤矿的重新开发。8月

1日，正式恢复生产．实行定额计件工资制。

1958年

3月31日．泸县新民煤矿由泸县手工业

联社划归泸县工业局管理。

本月矿井开始试验土法炼焦，建立了白

鹤坟、石桥、黄桷岩焦场，先后建成50多个焦

窑。

4月。叙永县地方国营后山煤矿成立，隶

属叙永县工业局，有职工120人，时年产量

0．246万吨。

7月，泸县新民煤矿建炼油厂．

同月，泸荣(泸州一荣昌)公路全线通车，

该公路横穿新民煤矿矿区。

7月15日，四川省地质局永荣地质队对

狐狸坡井田进行勘探。1959年1月21日结

束，7月提交《最终储量报告》。

8月，泸县新民煤矿二井(现生产井)开

始进行基建，由宜宾专区工业局与本矿工程

技术人员共同设计，设计能力为15万吨／年，

服务年限27年．投资42万元．

11月12日．中共泸县县委决定．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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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煤矿合并建立泸县地方国营新民煤矿。

随后成．立中共新民煤矿党委会和共青团总

支。

12月．叙永后山国营煤矿工人刘明清发

明木制风簸。利用井口水鼓风，改进用人力摇

风．受到嘉奖。

是年．“大跃进”期间，为了确保。钢铁元

帅升帐”．大办煤炭工业。古蔺县新建扩建煤

井980口。有850口投入了生产，在三年大跃

进中共产煤8156吨。国家投资已达108万

元。

1959年

3月17日，泸县新民煤矿焦炭生产突破

。三关”(即灰分降到15％、硫分降到l％，成

本降到28．56元／吨>．日产100吨以上。省煤

1960年

1月2日，泸县新民煤矿大搞技术革新．

推广技术革新项目66项。进行运输改革．并

下运输1250m．单运改双运，并加铁路板；

增设Z部电力绞车；县级公路三条直达各井

场。

同月．灾年粮食匮乏．肿病流行．泸县新

民煤矿成立临时性的。肿病医院”。面积

160m3，病床60张．还建立了八个医务点。

3月10日．省地县三级安全生产5人工

作组来泸县新民煤矿检查．发现在安全工作

中存在着通风不良，架厢不合理，井巷积水

深．地面水威胁大．炸药库面积狭小等问题．

要求逐步改进。

同月．泸县新民矿区四个生产井推广使

用石支柱支护2490m。

9月．叙永县地方国营后山煤矿，由原属

县工业局改为隶属县煤炭局。 ．

是年．叙永县后山煤矿进行技术改革．实

行。三直长壁式”开采·当时使用低雷管．采用

水封加盐放炮的新方法，提高了工效。

11月1日，泸县新民煤矿执行职工井下

津贴．范围是全部下井人员．

是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古蔺县仅保留岔角滩煤厂．

是年，泸州市全市原煤产量98．1l万吨。

1961年

1月．泸县远大煤矿经县批准设置党支

部后改为党总支。

2月，泸县新民煤矿退赔石桥公社土地

费1．223万元．

4月24日，凌晨一时，叙永后山煤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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