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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井陉矿区委书记贾连海

出版致辞

井陉矿区人民政府区长朱献军

《井陉矿区志》历时四载，终告付梓。出版之际，恰逢矿区解放六十周年，双喜临门，更值

庆贺。

编纂《井陉矿区志》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它得到了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和省市专家

的精心指导，特别是凝聚了广大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借此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全区人

民向为区志编纂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井陉矿区所辖区域历史悠久，是井陉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石家庄市近、现代工业文

明的摇篮，曾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设区五十多年来，矿区人民在为国家统配煤矿搞

好服务的同时，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井陉矿区志》融地方性、资料性、可读性为一体，较全面、真实地记述了矿区的地理、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它是一部具有较高存史、资政价值的文化典籍。

《井陉矿区志》的出版发行将对全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弥

补了矿区有史无志的缺憾，而且对外界全面了解矿区、认识矿区、开发矿区有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同时，《井陉矿区志》也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它的出版发行必将激发全区人民热爱

矿区、建设矿区的热情，激励全区人民为实现百年煤都的伟大复兴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

奋力拼搏。二十一世纪，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城市必将在矿区大地崛起。

彩
2007军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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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Address

After four years’effort the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came to publication at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1iberation．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doubled pleasures!

The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is the fruit of the

dedicated cooperation of 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careful guide from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experts，especially the sweats and wisdom of a11 the

compiIers．Sincere thanks for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devoted themselyes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Records by chance of publication!

As a birthplace of Jingxing anclent civility and also the c

and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of Shijiazhuang，the mining

long standing history was once an import8nt c08i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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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06年年末，我收到了一部《井陉矿区志》的送审稿。粗阅之后得知，与当前正在陆

续出版的第二轮志书不同，这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区域志，重点记述了1950年建立矿区后

53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这部志采用的是中编章节体式，在总述、大

事记和特载之后设了3l章136节。全志结构严谨，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字顺畅，观点

正确。尤其是在突出地方特点方面，处理得当，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突出地方特点，是修志的基本要求。地方特点是否鲜明，是衡量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质

量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般市辖区，地方特点往往并不明显，需要经过比较、研究，才

能把握得准。、而井陉矿区则不同，“矿区”这个区名本身，就使得本区的地方特点彰明较

著了。也就是说，本区内有煤矿，煤炭生产是本区域内的支柱产业。这是矿区最为显著的

特点。其他产业、事业都与这一特点有着某种联系，并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特点的制约。

照此看来，《井陉矿区志》只要把煤矿及煤炭生产详加记述，地方特点自然就会突出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矿区志要做到地方特点鲜明，必须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是如何记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区内最大的煤矿，其产量、产值、利润等都远远

超过其余所有煤矿的总合。但是，井陉煤矿从新中国成立后即是国家统配煤矿，由国家直

接管辖，其产量、产值等均不计入区内，各种统计资料也不在区内。即使如此，《井陉矿区

志》也必须记井陉煤矿及其生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矿区志了。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记。

有两个问题要处理好：一是对国家统配煤矿同地方小煤矿是合起来记还是分开记。矿区

志采取了合起来记的办法。只在记到煤炭的开采、运销、安全生产和企业管理时，才把国

属煤矿与地方小煤矿在细目上分开。为了突出煤矿及煤炭生产，矿区志特意把煤炭从

。工业”章中析出，作升格处理，独立成为一章，而且排在“工业”章之前。“煤炭”章是全

志中文字分量最大的一章。章下共设7节，从煤田的形成，煤田的开采，煤炭的加工、运

销，煤炭企业的管理，直到矿工的生活，都有详细的记述。此外，还在“井陉矿务局简介”

中，记述了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矿务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这样记，不仅避免了分

开记有些项目不好分割的困难和不必要的重复，而且使志书对煤炭的记述更加完整和充

实，成为独具光彩的一章。二是对井陉煤矿是只在“煤炭”章中记还是全方位记。矿区志

采取了只在“煤炭”章中记的办法，并且只记其与煤炭生产相关的内容。除了“煤炭”章之

外，即使在“经济总情”一章中，也只记由矿区管辖的地方经济，而不再记井陉煤矿。这样

记，在充分记述井陉煤矿及其生产的全过程的同时，也为展示矿区内地方经济的特点留出

Z 0



2 井陉矿区志

了余地。

其二是如何记地方经济。以煤矿和煤炭生产而闻名的井陉矿区，其地方经济(不包

括国家统配煤矿)在长时期内却并非以煤炭生产为主导产业。在70年代中期以前，矿区

的经济结构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只有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短短几年时间，地

方煤炭生产才得到了较大发展，曾经成为过支柱产业。到80年代以后，随着煤炭资源的

逐渐减少，矿区的工业结构又向着非煤产业调整。这是井陉矿区地方特点的另一个方面。

只有记清了这另一个方面，才能算准确地反映出井陉矿区的地方特点。矿区志在这一点

上做得是既简便又有效的，其方法是：通过“总述”、“经济总情”章、“工业”章和“中共井

陉矿区地方组织”章中的“重大决策”节，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地方经济的两个转变。这两

个转变一个是从70年代开始的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工农业并举的轨道转变，到

1978年，工业产值比1970增长了7．2倍。另一个是从80年代开始的发展战略“由地下

转地上”的转变，到1986年，非煤产业的总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78．8％。其后，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出现了跨越式发展的态势。记述了这两个转变，矿区地方经济的特点就十

分清楚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井陉矿区的地方特点，既有其明显的一面，又有其复杂的一面。要

理清这些特点，并在志书中突出这些特点，实非易事。由于矿区参与修志的同志们处理得

当，使《井陉矿区志》成为一部地方特点鲜明的志书。也正是由于其地方特点鲜明，这部

志所蕴含的现时的和潜在的资治作用将会是很大的。井陉矿区的地方特点对那些以开发

不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支柱的地方是一种警示，它告诉人们，既然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就不

是取之不尽的，总会有枯竭的一天。因此，在开发这些资源的同时，必须及早谋划新的发

展战略。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以免临时应对，造成经济的严重滑坡。

在《井陉矿区志》即将面世之时，略申窥豹之见，谨此为序。

卢舷1
2007年元月于石家庄



t．Preface l
-II—— _ ml m_●l

Preface

At the end of 2006。I received the draft of the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胁ning Dis-

trict．After scanning it．1 knew that this Records is a kind of regional records threading ancient

and current time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popular records．It focuses on the huge

changes of the 53 year in its politics，economy，culture and socie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ng district in 1950．This Records adopts chapters and sections．3 1 chapters and 136

sections being inchded in the Records after general account，memorabilia，and special re·

cords．With a precise structure．tllis Records is complete with materials and data in smooth

wording and correct views．Especially the local features expression gives u8 a deep impression．

Local features expression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11e records compilation．An important

mark of the quality of local records is clear local features．Generally the districts subject to a

municipality have no local features easy to be perceived．Contrast and study shall be carried out

before mastering the local features．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is quite different，for the

name of“Mining District”has endowed it with quite notable local features．That is to say。the

most notable feature of this mining district is that the coal production is the support of this dis—

trict§economy．Other industries and undertakings all have some link with this feature．or are

limited by this feature more or less．From this view some people may say that the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will have clear local features if it detaih the coal mines and

coal production．But the fact is not so．％e following two problems shall be settled if the Re—

cords of mining district is to have clear local features．。

Firstly is the recording style of Jingxing Coal Mine，the richest mine in the district with

output。production value，and profit being hi曲ly over the collection of all the other mines．

But，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鸯Republic of China，Jingxing Coal Mine is of state—

controlled style．Its output and production value are not counted on the district basis as weu as

its statistics．Even so．this Records of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shall record the Jingxing

Coal Mine and its production．else this is no more the Records of mining district．Here the key

is the recording style．Two problems shall be handled weU：Firstly united or divided recording

of the state—owned coal mine and other local coal mines．This Records adopts the united

style．only separates the state—owned coal mine from the local coal mines at detailed itents

when to record the exploitation，transport，sale，safe production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nis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 11以ning District specialty separated coal from Chapter“Indus-

try”to give prominence to coal．which is in an independent chapter before Chapter“Indus-

try”．Chapter。Coal”has most literary contents in this Records．It details coal processing，

transportation&sale，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and the miners’lives．Besides，the court-

termeasures dealing with the emptying of tlIe coal嗍urces are recorded iu tlle“An Brief In-

duction to Jingxing Mining Affairs Bureau”．Such a recording style avoids the difficulty in di-



2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 District

viding some items and unnecessary repetition，and makes the recording of this Records to coal

be more complete and in detail forming a brilliant chapter．Secondly is to record Jingxing Coal

Mine only in Chapter“Coal”or in all other chapters．This Records adopts the style of recording

coal mine only in Chapter“Coal”relating the contents concerning only coal production．In ad-

dition to Chapter“Coal”．even the chapter“General Economy’’only relates the local economy

governed by the mining district，not the Jingxing Coal Mine．This gives space to the exhibition

of the local features of the mining district while fully showing the full states of Jingxing Coal

Mine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its produc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economy are evident

after recording the two changes．

“’

Secondly is how to record local economy．As a famous mining district for coal mine and

coal production，its local economy(including not state—owned mine)is not supported by coal

production for a long period．Before the middle of 1970s，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mining

district focused on agriculture．The local coal production saw its booming development during

later 1970s to earlier 1980s and became the support of local economy．The gradual decrease of

coal resources promot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mining district to approach non·—coal in··

dustry in later 1980s．This is another aspect of the local features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This aspect is necessary to show fully the local features o 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This Records does quite wen on this in simple and effective style as：relating the two

changes of local economy through the chapters“General Account”．“General Economic Situa-

tion”，“Industry”，and the section“Major Decisions”of the chapter“CPC Local Organization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from different views．Of these two changes one is the unit-

ed track of industry&agriculture gradually replacing agriculture，s support place in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1970s．To year 1978 the industrial value increased by 7．2 times than year 1970．

Another change is the“from underground to ground”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was imple·

mented from 1980s．To year 1986 the total production value of non—coal industry had occu—

pied 78．8％of the tot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value．Later，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wed the trend of spanned development．
‘

From the above we 8ee that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has clear and complex local

features．It is not easy to comb these features and show them in the Records．The compilers did

a good job on their compilation which makes this Records be with clear local features．It is be．

cause of its clear local features that it has high current and potential values both in history and

politics．The local features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trict have some kind of inspiration to

other places relying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non—reproducible resources．It tells us that the

non—reproducible resources certainly will come to an end．Thus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shall be planned while developing these resources io create a new way for economic develop-

ment，avoiding severe economic decay following unplanned development．

I humbly offer my opinion a8 the prelude to this Records of Jingxingkuangqu Mining Dis·

trict before its upcoming publication．

Lu Zhenchuan

in Shijiazhuang，January，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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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秉笔直书，力求客观真实地记述本区域地理、

社会、基础设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以煤炭为主线，突出地方特色。

二、范围：本志以2003年井陉矿区行政区划之境域为记述范围。境域内的部属和省

市企事业单位也在记述之内。本区所辖境域外的部属和省市企事业单位简要记述。因历

史上与井陉县有渊源关系，凡涉及者从简或从略记述。’4

三、断限：本志为矿区第一部通志，故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止于2003年底。

个别事物为完整记述，延至搁笔。因2004年至2006年矿区发展变化巨大，不记不足以真

实反映矿区之现状，故设“志补”简述2004年至2006年大事。’
’‘

四、结构层次：本志采用中编章节体，按地、人、事横排纵写，详今略古，详独略同。于

志首设总述，统摄全书。次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之后为专记和矿

区之最选要。专志设3l章。为突出矿区特色，将“煤炭”从“工业”中提出，升格为章，专

门记述。每章以无题小序揭示梗概，章下设节、目两个层次，并视需要设分目、条目若干层

次。为便于中外读者查阅，文前设中英文目录，文后设索引。

五、体裁：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和照片。除总述有叙有议、叙议结

合外，其余均为记叙文体，叙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六、语言：本志行文用语体文，但引文资料保持原文不动。如原文有错误，则加括注。

七、文宇：文字以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字总表》

为准。省略用语第一次用全称，然后括注简称。如“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简称矿区)，“中

共井陉矿区委员会”(简称区委)，“解放前(后)”指1947年4月17日井陉煤矿解放前

(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设区前

(后)”指1950年3月设置矿区建制前(后)。

八、纪年：中华民国(1912年)之前，采用帝王庙号、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2

年至1946年，采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或视需要只用公元纪年不用民国纪年，从

1947年(井陉煤矿解放)开始采用公元纪年。20世纪各年代，凡只写年代未冠世纪均指

20世纪。

九、地名：地名均以现标准地名记述。对历史上地名的变更、异称在行文中以括号附

注现地名。

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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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字：数字除民国前帝王纪年、习惯用语、固定语汇和特殊语用汉字外，公元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