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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於敏

《金岭铁矿志>)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反映金岭铁矿历史和现状的资料

书。它总结了金岭铁矿建设者们建国三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教训。

该书的出版，对于今后根据矿山建设规划制定切合实际的规划和措施，

在矿山建设中引以为鉴，扬长避短，将不无裨益：。
j

金岭铁矿有着悠久的历史，远自春秋战国，近至清朝末年，在我国

冶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史籍记载，春秋时齐国即在铁山采矿冶炼，．

桓公与管仲有“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刀的议论。汉、魏

晋、唐、元、明、清历代均有开采冶炼。。
·

清朝末年，德帝国主义借曹州教案事件攫取铁矿开采权，尔后日本

帝国主义先后两次对铁山进行掠夺式开采∥劫取我矿产资源用于侵略战

争。一九四八年山东解放，矿山回到人民手中，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

导下，对破坏殆尽的矿山进行恢复建设，经过全体职工和干部的团结奋

斗，到现在已经建成一个采选联合的中型矿山。

金岭铁矿的建设者们在一片废墟上白手起家，恢复生产的初期完全

靠手工开采，在咱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午下，边生产边进行基本

建设，．逐步由手工作业过渡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全体职工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也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矿三十七年来，在生产发展，职工队伍思想建设等方面，为冶金

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优质矿石，同时还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支

援了兄弟单位的建设。通过全矿职212的长期共同努力，企业面貌发生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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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整顿，老矿焕发了青春。经济体制改革，在省冶金工业

总公司的领导下，按“国营工业企业法’’，一九八四年试行矿长负责制，

实行内部经济承包责任制，给企业赋予了新的活力，为振兴金岭铁矿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 ，

回顾历史，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也曾经受过挫折，走过弯路，有

过失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编志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各

方面的工作，作了比较全面地介绍，可以说它是金岭铁矿发展过程的记

实。起到了存史的作用，同时可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

’’全志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金岭铁矿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i技术设

备、产品产量、企业管理与‘改革、党政建设、文教卫生和职工福利等各

方面的情况，讴歌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艰苦创业精神，表彰了为矿

山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先进人物。它将激励全矿职工立足本职，开拓前

进。 。‘

《金岭铁矿志》的出版，是全矿职工的一件大事。这部志书是各级

党组织亲切关怀，精心指导和编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全体职工

。集体智慧的结晶：

《金岭铁矿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局有关部门的指导

和邦助，同时也得到一些老干部、老领导的关怀，谨此表示感谢f但由

于矿山开采历史较长，资料保管不全，时间仓促，编辑人员水平有限，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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