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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始于何时，方志学家们众说纷纭，

尚无定论，从已臻完备、多皆认同的宋代《元丰九域志》算起，至今有近千年的历

史。代有其书，久盛不衰，传世的省、府、州、县、镇村志及山川、庙宇等志累

计达8700余种，1l万余卷，约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艺

文、祭祀、职官、烈女节妇等占去大部篇幅，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产却过于疏

略。清代从顺治到光绪五次编修的<汾阳县志》，对煤(石炭)的记述皆仅寥寥数语。

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县志，纵溯远古发端，横揽今朝百业，内容之丰

富，记载之广泛前所未有，综合县情，展卷可得。但因要在有限篇幅内多方载事，

兼顾各科，全面铺陈，势必广而不深，若干需详述方展其全貌的门类，只能略言

其概，虽拥有许多珍贵资料而不得不割弃。为适应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方志的新品种——专业志应运而生，从而拓宽了修志事业的

领域，增添了进一步为现实服务的重项。汾阳县煤炭工业局在完成《汾阳县志>“煤

炭”部分编写任务的同时，为修志人员提供必要条件，继续充实资料，请专家学

者指导撰成此志，颇有远见卓识。惠今世，利后人，值得学习，可嘉可贺。

汾阳已探明煤炭储量15亿吨，煤情是县情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已初步采掘利

用煤炭的基础上，有计划的适度开发，将是汾阳发挥优势、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

<汾阳县煤炭志》汇集的具有权威性的全面、真实、准确资料，是决策的可靠依

据。列于卷首的“县情综述”交待了环境背景，排在最后的“附录”辑录了有关文

献。中设矿区勘探、井田地质、矿井建设、煤矿分布及生产、加工、运销、管理

等篇目，从多方面多角度记述一县之“煤”的历史与现状。安全管理编记载了安全

规程、灾害防治和典型事故，是措施纪实也是经验教训总结，反映了行业特点，

有较高的资政存史价值。全书洋洋50万言，注重实用，行文简括，是山西第一部

正式出版的县级煤炭志。

主编武福长工程师，祖居汾阳，久在基层工作，曾任村党支部书记、公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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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县煤炭志

业办公室主任，后调县煤炭工业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年不辍，占有大量第

一手资料，对县情和煤情了如指掌，并能筛精选萃，去伪存真，这是成书的极为

重要的条件。集思广益，发挥群众智慧，主笔政而不自专是成功的另一原因。但

若无各级领导支持关怀，县志办和有关单位及众手襄助，此志亦难问世。

曹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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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汾阳县煤炭志》稿摆在案头，令人欣

慰。据我所知，一个县的煤炭工业部门完成如此浩大工程在全国尚属首家。仅此，

即可歌可贺。

志书所载，从元延祜四年(1317年)立石<井窑戒>至公元1991年实施<汾阳县煤

炭工业八·五规划>，已有近七百年历史。所涉县情综述、矿区勘探、井田地质、

矿井建设、煤矿分布、原煤生产、煤炭加工、煤矿安全、煤炭运销、经营管理、

党政工组织及人物简介、大事记、附录等，确属门类齐全。总览全志，体例得当，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辞规范是其特点，而以劳动人民之情，书劳动人民之意，

尤为感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志书理应为历史的创造者们树碑立传。

主编武福长，多年前曾和我谈及编修志书事。知其收集资料与从事煤炭工作

齐步，已十几年，备料丰富；而组织力量，编纂成书，仅一年不到，进展当称神

速。副主编、退休教师雷瑞五先生，以年逾古稀之躯，辗转搜求，秉烛夜书，呕心沥

血。<汾阳县煤炭志>副主编王希良同志以百忙之余，陈体例，列篇目，审改全稿，

尽心竭力。所有同仁，协力同心，无不废寝忘食者，恕不列举，谨致敬意。

完成此书当然离不开县、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分管县志工作的副县长刘效

孟、主管本志成书的煤炭局局长王友真等领导，当有高瞻远瞩，开拓务实之誉。

余多年来在吕梁地区从事煤炭工作，与基层同志甚熟悉。情之所至，言必由

衷，遵嘱为序，愿将此书推荐给为之献身的煤炭工业界，推荐给全社会。

山西省吕梁行署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 吉庆生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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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县煤炭志》出版，是汾阳县煤炭工业战线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作为全国煤炭基地的山西省，煤田分布浩如烟海，煤炭工业星罗棋布。为这沧海

一粟和盘中一子编史修志，以宏观导之，以微观察之，作为一个产煤县，这还是

尝试。因事，成功与失败便共存。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之际，又含蓄编者胆识，

这就尤为值得祝贺。

志书起源甚早。远在周代，就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

延续到明、清，则“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我国传世志书，约占古籍十

分之一。历代所以重视，是因为它是“一方之要览”、“一方之百科全书”、“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鉴于此，本志把为

各级领导提供煤炭工业信息，为所有矿工提供安全生产知识，视为目的，力争成为

一部煤炭生产和发展的“百科全书”，希望能为兴邦富民尽其绵薄。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志是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

这无疑是关于新方志性质的高度集中和科学概括。因此，在编写过程中，编者不

吝笔墨，详于记载包括勘探、地质，乃至设计方面的诸多内容，勤于收集各级关

于“安全生产”的资料，不为充数，实为对当代、对历史、对正在蓬勃兴起的本县

煤炭工业和所有从事煤炭工业的人们提供可鉴之资。

据记载，汾阳的采煤历史可追溯到元代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元延祜四年

(1317年)的碑文载，“前有古人开窑，打井数多。”但当时规模不大是可想而知的。煤

炭工业的逐步发展，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开始。

“一五”时期，全县煤炭产量只有6．3万吨，“五五”时期达到62．8万吨。到“七

五”时期，增至212．29万吨，比“五五”时期增长238％。

1949年至1991年，本县累计生产原煤522．61万吨。1991年，全县煤炭产量创

历史最高水平，产原煤54．34万吨。乡镇煤矿发展迅速，199]年生产原煤矿46．06

万吨，占总产量的85％。

随着生产的发展，煤炭工业在全县经济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五五”时期，



汾阳县煤炭志

煤炭工业产值为2276．4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5．4％，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

到“七五”时期，煤炭工业产值达到6762．33万元，占工业产值的6％，占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的3．4％。

汾阳经济，向以农业为主。当代以酿酒为主的轻工业的兴起，可看作经济起

飞的龙头。而在这起飞之时，愿有识之士能低头看看我们这坚实的、孕育了汾酒

的土地，看一看在那里奉献着的人们。我以为，这里是发展汾阳经济的后劲所在。

汾阳，是一片宝地，是一块充满希望-9活力的土地。煤炭工业，是一块乌金，

是一颗满含能量与价值的珍珠。金龙飞腾之日，将是汾阳振兴之时。愿为之奋斗，

且与同仁共勉。

是为青o

汾阳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王友真

一九九二年七月



凡 例

凡 例

一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本县煤炭工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 本志记述时间上至古代煤窑开采，下至1991年底。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史实。

三 设置编、章、节、目。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形式按时间顺序

记述。

四 对煤炭工业有所贡献的人物，无论职位高低，现在岗与否、均以简介的

形式记载。

五 所取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有关单位提供的统计资料。

六 从1949年起用公元纪年。历史年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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