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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绵阳市煤炭工业志》从搜集资料到编纂出版，历时两年

多，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虽然它不尽完善，内容可能有遗漏和缺

点，但它还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煤炭工业基本情况。

本书较详实地记录了绵阳市煤炭工业的地质、矿井分布、煤

炭储量、生产技术、安全、经济效益、基建一、营销、管理及职工

文化生活等发展情况和历史面貌。它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搞矿山

基础工业之艰辛和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作

用。

闲史明智，鉴营知今。本书将为绵阳市煤炭工业生产建设及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以便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加强对全

市现有煤炭矿井资源的开发利用，用活用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为进一步发展煤炭工业提供有益的经验，为解决改革、开放

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绵阳市煤炭工业志》从资料搜集直至编写，修改、核实，

我局唐际生、鄢传存、唐治成，李毅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有关企业和科室人员亦通力合作，准确及时地提供了翔

实的数据和资料。本志曾得到四川煤管局煤炭志办公室的指导，

经绵阳帝方志办具体帮助和审改，俸能顺利翘印。在此，我代表

绵附市羹工业局一并表示感谢。

张画洮＼
一九八九年元月



凡 例

一、《绵阳市煤炭工业志》是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

修的社会主义专志。本志以党的四项基本原贝Ⅱ、《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关于经济体翩改革的决

议》为准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

事求是的方法进行编纂。

二、本志主要论述绵阳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煤炭工业的发展情

况，对建市前绵阳专区、绵阳地区的情况，只在概述和大事记中

作概要反映。

三、志书时问断限。上限自市境内开始出现有采煤业起，下

限至1988年末止。

蹿、本志按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原则进行编

纂。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分组织机构、生产建设、安全生

产、经营管理、教育与福利、人物六章。力求结构合理，层次分

明，章、节之间内容交叉互见，详主略从，详点略面，力避莺

复、雷同。 ·

五★；本态为绵：阳市经济专志之一，对历次政治运动只对有关

内容粗记。

六、本志采甩语体文记叙体记述，运用记、志、图、录、表等

体裁综合表达，以志为主。

七、志书使用计量单位，以国家现行计量单位为准。

八、本志书使用资料取自各矿志原本、市档案局、本局档案

窒，有关科室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编纂时不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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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绵阳市煤炭工业开采历史悠久，早在清康熙年间，安县、北

川两县境内小煤窑就盛极一时，江油市境内在光绪二十九年(公

元1903年)亦有人采煤。建国前，因工业落后，交通不畅，加之

森林植被茂密，民户炊饮，柴薪供给充足，仪为数不多的酿造、

烧制土陶、石灰、砖瓦等手工业用煤。那时虽开采技术落后，但

煤炭仍供大于求。

1949年解放至50年代初，地方政府虽接管改造了睢水、五一

煤矿，成立了县办国营煤矿，但生产规模及生产方式没多大变

化，小煤窑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58年“大跃进"开始，地方

工业迅猛兴办，随着人口的增加，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大量耗能

均改甩煤炭，地、县国营煤矿工业相应得到发展，社队小煤窑亦

相继兴办起来。 ，

绵阳在建市之前，60年代初，绵阳专区辖19个县，有产煤点6

个，主要分布于绵竹、旺苍、广元、，江油、安晷犯北m等县，同

时还在区外的合川县、岳池县境内各办了一个煤矿。1961年末共

有专、县煤矿11个，年产原煤116473吨(不含劳改系统加川煤铁厂

年产原煤量71500吨)，年产值为1705．88万元，其中s专属煤矿

9令，年产厩煤t148636吨，产值1665．52万元；县属煤矿2个，，

年产原煤27837吨，产值40．36万元。

在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部份工煦被迫下马，爆炭工业也

随之趋于低潮，尤其社队煤窑基本接近零数。中央提出“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秒的方针后，1962年省里决定，将年产100万

吨的广元煤矿(又名杨家岩煤矿)、唐家河煤矿、上寺煤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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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院煤矿、拣银岩煤矿、白水煤矿、陈家岭煤矿全部移交给省属

广旺矿务局。专属煤矿仅剩下台川华安煤矿，年产原煤61658ⅡtE，

产值92．4万元；县属五一煤矿年产原煤13495吨，产值20．3万元，

旺苍治城煤矿年产原煤5748吨，产值8．3万元。年产原煤24272吨，

产值35．2万元的专属岳池溪口煤矿和县属安县雎水煤矿下马停

办。

绵阳是省内较大的一个专区，能源工业锐减，使其他工业生

产和民用燃料都呈现紧张局面，故省于1964年和1965年分别将广

元上寺煤矿和成都市属的绵竹汉旺镇天池煤矿交绵阳专区开办。

至1966年底，全区原煤总产量达403824吨，总产值514．8万元。

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造反”、“夺

权”，专区主管局被撤销，管理瘫痪。各煤矿因武斗、停产闹革

命，生产极不正常，原煤产量下降，事故明显上升。】968年只产

原煤209031吨，产值188．4万元。

60年代后期，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生产指挥部，下设：l：交

组统管全区工业生产，一时煤炭供应紧张，区内南边各县农民有

的毁了家俱或撤屋桷子煮饭，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1969年中

央号召兴办“五小”(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矿、小水泥、小电

站)工业，煤炭工业出现新的增涨势头。绵阳地区1969年在广元

走马岭胬港炎露海藻矿，年设弹能国_；1¨6强意管。。1970年在旺苍县二i

江乡新建碗厂河煤矿，年设计能力15万吨，在小溪沟新建小溪沟

煤矿，年设计能力10万吨。1969年盐亭县在旺苍县黄家沟新建黄

家沟煤矿，年设计能力7万吨(1979年因历年政策性亏损，盐亭

县无力承担，移交地区接办)。区内各县也出现办煤矿的热潮。

继1965年安县复办了睢水煤矿，年设计能力5万吨，1966年旺苍

县新办了红卫煤矿，年设计能力2万吨后，1969年绵竹县也办起

了红岩煤矿，年设计能力9万吨l 1970年遂宁县在岳池溪口复办

了溪口煤矿，年设计能力8万吨，德阳县在绵竹楠木沟新办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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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沟煤·。‘‘，年设蛩}曼力3万吨；射÷县毋j’乇新办了ll翻坝煤

矿，辱设计能力3万吨；蓬溪县在广元新办了郑家湾煤矿。年设

计能力5万吨}中江县在绵竹新办了清平噤矿，年设计能力3万

吨；广元县自办了红旗煤矿，年设计能力3万吨；江油县复办了

明铳煤’，年设F}镄力2万吨，北川具自办了擂鼓煤矿，年设计

能力!万吨；1 971年剑阁县在广元新办了中寺煤矿，年设计能力

3万吨；绵竹县自办了金家山煤矿，年设计能力3万吨：绵盯县在

江油新办了五花洞煤矿，年设计能力5万吨。1974年绵阳地区叠：

旺苍掰建尚武煤矿，年设计能力5万吨。】975年底全区共有地、

县煤矿24个，加上旺苍、广元、安县、绵竹、江油，德阳的小煤

窑年产原煤总数已达1066960吨，产值1941·66万元(不台ijrlJSI煤

铁厂产量252978吨)，地属矿产量占290301吨，产值528·35万元，

县属矿产量占416996吨，产值758·93万元，社队煤窑产最占359663

吨，产值654．58万元。金区煤炭的总需求量基本保持平衡。六十

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每年需向广旺矿务局调进工业用优质原

煤11万一19万吨，八十年代中期每年约30万吨左右，1 988年能源

转紧后只能调入19万余吨。自八十年代起每年需向区外调进工、『p

用无烟煤8万至12万吨，1988年只调入6万吨左右。

绵阳地区内的市、县工业用煤，北面各县一般能自行就地训

运，南面各县则要由广元、旺苍、绵竹，安县产煤区供给，北煤

南调六十年代每年约12万吨，七十年代约20万吨，八十年代30一

32万吨，1968年璃阳|市仅能调入绚j．嚏C不含茼亚醋用‘煤每年调
运数)。

在七十年代后期，全省煤炭趋向缓和，各地新上的一批煤矿

已发挥效益，绵阳地区原煤生产达到百万吨以上。但闪办矿时缺

乏可行性论证，对井口的布点、总体设计、投资来源，以及运输

等条件考虑不周，部份矿被迫停办。1976年全区停办了德阳楠木

沟、射洪自田坝、蓬溪郑家沟、中江清平、江油明镜、盘{l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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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绵阳五花洞七个煤矿。绵竹县金家山煤矿由予是高沼：气矿

并，缺乏资金解决通风巷遭工程及购置设备而宣告停办。1976年

潼南县划归汪津专区，随行政区划的调整，地区决定在移交潼南

罐头厂的同时将合川华安煤矿～并戋Ij出。上寺煤矿因资源枯竭，

停产后由省建材局接管拟办特种水泥厂。1983年德阳建市后又列

出天池煤矿、红岩煤矿。1984年地属尚武煤矿与广旺局唐家河矿

发生资源矛盾，地区又决定让出尚武煤矿交广旺矿务局接办。全

区原煤产量直到1984年止，一直稳定在年产百万吨以上。

1985年行政区划调整，分绵阳地区建立绵阳、广元，遂宁三

个省辖市，煤矿也随区则移交。地属大昌沟煤矿、黄家沟煤矿、

小溪沟煤矿、碗厂河煤矿和县属治城煤矿、红卫煤矿，年产总能

力53万吨(不含社队年产8 7r·5万吨)划归广元市。遂宁县属溪口

煤矿年产量2l万吨，殳lj归遂宁市。安县睢水煤矿、五一煤矿和北

川县擂鼓煤矿三个县矿，年产总能力13万吨划归绵阳市。

绵阳市自分市后，辖有六县-区一市，产煤县占三个，分布

在江油市、北J}|县、安县。截至1988年底止，共有已开发和未开

发井田7处，原煤总储量2598·73万吨，其中l保有储量1519·13

万吨，工业储量733,60万吨。在总储量中，．三个县属国营煤矿储

量867．50万吨，其中雎水133．90万吨，五一326．50万吨，擂载

407．10万吨，大多数属子气肥煤，’含硫5—8％，每公斤发热量在

5500一7000太卡之闽，话合予工业和人民生活用龋 一

1988年底全市原煤实际产量为21．33万吨，产值501．25万露，

三个县属煤矿占15．26万吨，产值毒58．61万元，社敬煤窑7个占6．07

万吨，产值142．64万元。按绵阳市现翦人日4鼬万计算，人平撼

有煤量为40公斤。全市地方工农业生产’．生滔用煤每车寅需7移万

吨(不含串爽金数塞供lol万吨)，不足部份需从外媲褥入。

近年来斌煤矿工业进行了一系歹{}技术改造，在生产藏经营锋

理工作中，上级主管部门对煤矿实行优惠政策，各级财政采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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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行亏损包干，调动了煤矿生产积极性，全市煤矿发生了明

显变化。1984年部属吨煤平均亏7元，省属吨煤平均亏10．6元，

绵阳市、县煤矿平均吨煤亏7．2元， “六五”期；间地、县平均吨

煤盈利2．99元；四川部属煤矿吨煤成本为27．31元，省属煤矿

28．06元，绵阳市、县煤矿23．16元，“六五"期间平均成本18．14

元，比部属矿低54．7％，比省属矿低50．55％；四川部、省属矿

全员工效平均为0．58吨／工，地、县企业平均为0．442吨／工， “六

五”期间为0·588吨／工，比省属以上企业高1·38％，比地、县

企业高33％；绵阳市、县吨煤投资总平均为4302、元，低于省属以

上煤矿吨煤投入的一倍以上。但是，全市现有开发量仅占总储量

的38．38％，其余未开发的储量还必须做大量的地质工作。全市

三个煤矿技改完成后，虽可净增产量11万吨，但距离全市煤炭需

要量仍存在很大缺口。煤炭工业的发展急需解决人才、技术、资

金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投资政策，价格政策明显地影响着煤矿

工业的后劲发挥，这已成为发展绵阳煤炭工业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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