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煤矿志

序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2 周年之际，~枣庄煤矿志》即将付梓问

世了，这无疑是枣庄煤矿职工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古人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之说。 《枣庄煤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存史、资政、教育"为宗旨，从矿井地质、矿井建设、煤炭生产、

科学技术、安全工作、经营管理、政治工作、文教卫生等方面分 16 篇 63 幸

275 节，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枣庄煤矿从创办到关井百余年的开发建设历程

和兴衰起伏，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经营管理规律，体例完备，观点正

确，内容丰富 O 这本志书对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和中国工运史的研究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当前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鉴往识今，

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同时，更是一部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

的好教材。

枣庄煤矿以盛产优质焦煤而驰誉中外。它由 1878 年创办的中兴矿局

"官窑"奠基，后又在列强瓜分中国之时艰难创业，终于发展为纯民族资本

的"中兴煤矿公司"成为当时华商自办的最大煤矿。它严格实行股份制管

理，筑铁路，办电厂，建港口，经营轮船公司，开创了一条"以煤为主，多种经

营"的发展道路;它率先使用簸煤机和冽煤机等近代化生产机械，采用较为

先进的采煤工艺，使煤炭产量剧增，从而成为仅次于日资抚顺、中英合资开

澡的中国第三大煤矿，在近代民族工业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枣庄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政治觉悟不断提

高，队伍逐步成熟和壮大。他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既斗争又联合，为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进行了可歌

可泣的英勇斗争，在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o

历经军阀混战、日军掠夺、战争破坏的枣庄煤矿虽伤痕累累，但建国

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广大矿工发扬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奋勇拼

搏，无私奉献，迅速恢复生产 o 40 多年来，为国家生产原煤 3906 万多吨，精

煤 1927 万吨，上交利润1. 6 亿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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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经沧桑的枣庄煤矿，历史上出现了众多为之奋斗的仁人志士。 革命

战争年代中，造就了一批批革命英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培养了一批

批企业管理人才和生产骨干。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和业绩，谱写了枣庄煤矿

的历史，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未曾忘怀这方热土。我相信，{枣庄煤矿志》

不仅融汇了他们的战斗历程，也能架起一座世代相联的桥梁。枣庄煤矿虽

然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几代人执著奋斗所形成

的巨大的凝聚力，必将为这方热土上的改制企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O

《枣庄煤矿志》的编慕工作，得到了山东煤炭工业管理局、枣庄市、枣庄

矿业集团公司领导的亲切关怀，得到了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史志编审委员会

的精心指导，得到了兄弟羊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全矿各单位和广大职工

的倾心相助，方使编修人员几经修改，凝炼斧成。 在此，我谨以《枣庄煤矿

志》编篡委员会的名义，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知识经验所限，加之必要的资料不足，难免有缺憾甚至错谬，敬请

读者教正。

五万;儿

二00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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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枣庄煤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客观

全面地记述枣庄煤矿的历史事实，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

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始 1878 年开创中兴矿局，下迄 1999 年枣庄煤矿关井

转产。部分史实为求其脉络清晰，适当作了上溯下延。

三、本志继承修志传统，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类系

事，横排纵述"述而不论，寓论于述。结构设篇、章、节、目 O 对历次政治运

动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记于各有关篇目 o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述、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以志为主。语

体文记述，图表随文设置。

五、为真实反映历史，对企业名称和党派、机构、职务等均以各个历史

时期的称谓记述;在使用古地名时，加注今地名;凡古今名称不一的，能改

用通用名称的，均使用通用名称(如地名"朱家埠"用"朱子埠" "抽水机器"

用"水泵"等) ;凡不便与今名对照的，则保留原名称(如"七百尺大巷"等) ; 

凡政治运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后可用简称(如"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等)。

六、关于纪年、数字、符号、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均按国家有关现行规

定行文。有些历史上的计量单位难以与现行国家标准计量单位换算的，则

保留原计量单位(如"三百七十方里"，"九百四十尺"大巷等)。

七、本志所使用的货币单位，银子为"两"制钱为"吊"，银元、人民币和

其他货币为"元"。

八、坚持"以事系人、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企业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

已故人士入"人物传略"建国后历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全国级劳模作"人

物简介"其他收入"人名录"。

九、志中记述的"建国"均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十、本志所用资料，多为本矿各业务科室提供，或本矿和枣庄矿业集团

档案室及有关档案馆提供。凡引用资料确需保留原文的，原文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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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煤矿因位于山东枣庄而得名，具有

120 多年的开来历史。原为民族资本私有企

业，建国后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隶属枣庄矿业

集团公司 。

枣庄煤矿井田在枣陶煤田东部，东以纵 5

断层与田电煤矿为邻，西与朱子埠井田接壤，东

西长 8 公里;南到煤层露头，北到纵 2 纵 3 断

层，南北宽 4 公里，井田面积 32 平方公里。

枣庄煤矿井田地层最老为奥陶系，最新为

第四系。含煤地层为石炭系太原群和二迭系山

西组含煤建造。井田内含煤 18 层，其中第 3

层、第 14 层 、第 16 层、第 17 层和第 18 层上下为

可采煤层。 5 层可采煤层总面积 136 平方公

里。 煤层厚度 0.4-9米 。 1956 年国家储量管

理委员会核定，井田可采储量 12333 万吨。煤

质牌号为肥煤，素以质优色美著称。煤块透明

发亮。 视若墨玉，粒纯油多，引火即燃。具有低

灰、低磷、低硫、热量高等特点，宜于炼焦。

枣庄煤矿交通便利。西由薛枣支线与京沪

铁路连通，南由枣台公路直抵京杭大运洞，矿区

公路成网，四通八达，与 104 国道、206 国道、京

福、京沪高速等公路相连，具有"联系东西、贯通

南北"的交通优势。

枣庄煤田开采历史悠久。据窑神店碑喝记

载，至迟在 1308 年(元·至大元年)已有人在此

"掘窑采煤气 14 世纪中叶，枣庄周围已出现小

煤窑群。明季诗人满碧山以"磨塘山欲尽，煤井

地尽空"之句来形容当时采煤业的盛况。 1740

年，山东巡抚朱定元奏请大力开办山东诸县矿

业，得到清延户部批复，枣庄煤业大兴。

概述

采煤业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采煤经

验。据《峰县志》记载辨煤开井，……其始相

地必审其石何质，土何色，质与色既分，又尝其

土和石之臭，而煤佳恶浅深决焉 o 至创办之

初，深若干尺有何石，又若干尺有何土，又若干

尺有何水与泥，至水过大须若干工可得煤，皆以

意命之，不爽株泰·…..盖其精微，虽西国之深于

矿务者，不能远过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采

煤业者改独眼井为双眼井生产;改人工背煤为

拉筐运输;提煤和排水，由人力改为滑车，以骤

马牵引，提高了工效，采煤利丰。到 19 世纪初，

枣庄绝大多数煤井便分别被崔、宋、黄、梁、金、

田、李、王所谓"八大家"垄断。 当时地主经营的

煤井已初具规模，设立了管理机构，实行了大规

模的协作生产，产量大增。至鸦片战争前，枣庄

地区已形成"商贾辐揍，炭窑时有增值，而清运

数千艘，连描北上，载煤动辄数百万担"的著名

煤炭基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陆续产生了一些近代

工业，煤炭作为工业的燃料，需要量不断增加。

煤价日高，采煤业利润颇丰。此时的枣庄，经过

数百年的开采，浅部煤层采掘殆尽。由于工具

落后，技术眼不上，煤井难以延伸。加之清政府

加重税收，枣庄地主兴办的煤窑处于倒闭或濒

临倒闭的境地。当地窑主便设法与握有实权的

官僚和富商合作，图谋发展。光绪初年，窑主金

铭等人联络东明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

禀呈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于 1878 年(清 ·光绪

四年)春来枣庄筹集商股银 2 万两，创办了有官

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峰县中兴矿局"。

这就是枣庄煤矿的前身。

· 初因资金短缺，元力采用先进机械设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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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土法开采。试开小井 3 座，终因排不干积

水而不能采煤。

为改变这种局面，戴华藻于 1881 年至 1882

年先后函请张莲芬、贾起胜、戴宗毒、陈德泼等

一批清政府官僚，分头在上海、天津等地集股银 。

计 5.6 万两，陆续购买新式抽水机 4 台，排干井

下积水开始出煤。到 1882 年 9 月，日产煤炭

120 余吨。 1883 年，李鸿章又向清政府奏准，给

予中兴矿局减税优惠，每吨只完出口正税银 1

两，售与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用煤一律免

税，提高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兴矿局经营

16 年，共开煤井 12 座，工人从初办时的几百人

增至数千人，出煤约 2∞万吨。 但由于生产技

术落后，仍"用民窑之制，而以官法行之"，终于

酿成 1893 年半截筒子小窑透水事故， 1∞多名

矿工被淹死，引起公众义愤。加之经营者腐败

元能，引发内证。 1896 年 1 月，山东巡抚李秉

衡以"山东历办矿务并无成效"为由，奏请清政

府封矿。中兴矿局停办。

四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疯狂地在中国

划分势力范围，妄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

国人民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掀起了爱国救

亡运动。清政府为缓和国内矛盾"刷新政事"，

采取了一些"通商惠工"政策，使民族工业有了

一定发展。原中兴矿局股东张莲芬等，为防止

"外夷占夺佳矿"要求复开枣庄煤田。 1897 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7 月，张莲芬受直隶总督王

文韶委派，来枣庄勘察煤窑。次年 4 月，张莲芬

向王文韶报告枣庄煤窑情形，并与张翼等禀请

清政府批准复开枣庄煤矿。同年秋，张莲芬考

虑到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洋债"

"借以联络，以杜争夺"还能解决资金不足和技

术缺乏的困难，遂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

达成在峰县枣庄合办煤矿的协议。年底，张莲

芬、tß荣光与德国人富里克来枣庄细勘煤田地

质，为复开煤矿作进一步的准备。 1899 年(清·

光绪二十五年)2 月 20 日，在张莲芬的主挣下，

4 

正式成立"商办山东峰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

限公司"同时招雇工人，在三合庄恢复中兴矿

局的小井。为限制洋人在公司内的权力，公司

的管理"所有办法悉遵路矿总局定章，皆由华商

主持"规定洋总办只能稽核银钱出人等事，不

得揽权掣肘。 同时，汲取前人办矿纷争矿界的

教训，奏请清政府批准，划定中兴公司矿界 ， 规

定"百里内不准用机器采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

土法采煤气

1900 年初，修复中五窑等旧井，排干积水

出煤，日产数十吨。 1902 年，产煤 8.5 万吨，盈

利 10 多万元。 1903 年，公司决定将过去 3 年应

付股息加成 30% 留作公司股金，使公司资金由

创办时的 10 余万元增至 30 余万元，用以增购

机器，添开新井。至 1蜘年，公司已拥有煤井

26 座，抽水机 8 台，日产原煤 3∞余吨;矿地

2806 亩，运煤船 15 艘;北到济宁，南到镇江，沿

京杭运洞设 8 个分销厂，资产增至 70 余万元。

同时募集股银 40 万两，筹建台(儿庄)枣(庄)运

煤铁路。 1佣7 年，产煤 10 余万吨，盈利 14 万

元，股金增至 1∞余万元。

华股资金壮大，德商以"定章太严"为由不

按协议入股。 1908 年，公司呈农工商部注销

"华德"字样，完全由华资经营，更名为"商办山

东峰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0 1912 年，台

枣铁路建成，之后与津浦路临(城)枣(庄)支线

联轨通车，并修建机器厂和车辆修理厂。 1913

年，南大井建成投产，电机厂坡工发电，从而使

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崭

新阶段。 1913 年和 1914 年两年共产煤 45.8 万

吨，运销 ω余万吨(包括历年存煤) ，获利 41. 3 

万元，股金增至 210 万元。

正当公司蓬勃发展之际， 1915 年 2 月，南

大井发生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499 名矿

工死亡，矿井被淹。公司突遭重创，经营急转直

下，张莲芬忧极辞世。为"亟筹救急之法"， 1916

年 11 月，公司在天津召开董事会议，改组董事

会，设总公司于天津，设总矿于枣庄，推军政要

人徐世昌为董事会长，戴绪万为驻矿经理。经

公司"联络南北股东，增加资本"终得东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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