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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凡例

一、《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煤炭生产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

为依据，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和反映改革开放20

多年耒徐矿集团在煤炭生产、煤矿安全、经营管理、异地开发、多元产业发展等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积累和保存徐矿集团文献，总结借鉴历史经验。为徐矿集团

实施走出去创业和引进来开发战略，全面建成极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特大型能

源企业集团服务。

二、《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煤炭生产志》，是20世纪80年代所编纂和出

版的《徐州矿务局志》上、下两卷志书的续篇，也是为徐州市史志办公室提供的

专业志稿。开篇设总述，记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徐矿集团的历史

沿革、生产经营、改制转型、调整升级、企地联动、创新发展的总体概貌。全志共

设六编。上册分煤矿建设、煤炭生产、煤矿安全；下册分非煤经济、经营管理、煤

矿简介。共约25万字。

三、本志上限1978年、下限2007年。

四、本志为续篇、现代纪事，采用详近略远、以事分类、横排竖写。体栽以志

为主，辅以述、表、图。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语言力求质朴、准确、简练。

五、纪年、计量和数字用法：以《江苏省地方志行文规范》为准。

六、矿区名称，一般按历史习惯和机构沿革顺序称“徐州煤矿”、“徐州矿

区、”“徐州矿务局”、“矿务局”、“局”，“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徐矿集团”、

“集团公司”。

七、徐矿集团异地开发始于2000年后，异地所建矿井和单位囚大多处于投

产时间短、或在建中，因此，本志设专章予以记述，其它编章一般不予记载。

八、资料来源：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挡案馆，徐矿集团机关处窄、基层单

位提供的电子、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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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C，、 心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矿集团)，是1998年5月南徐州矿务局改

制而成的固有独资企业．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围有资产投资主体。具有120

多年的煤炭开采史。现有25个分公司、32个全资(控股)子公司和6个事业法人

单位，在册职工6．5万人，至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期未，徐矿集团已累计生产煤

炭5，01亿吨，其中1978年。2005年生产煤炭3．68亿吨。2005年全集团营业总

收入108．30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06年5月，中华全围总工会授予徐

矿集团“全围五一劳动奖状”。2007年营业总收入150亿元，年未总资产190亿

元，位列中围500家大企业集团第264位。被全国多家资信评估机构和金融机

构评为资信AAA等级企业。

徐矿集团本部矿区位于徐州市贾汗区、九里区、泉山区、铜山县和沛县境内，

面积2094平方公里，矿区指挥中心一集团公司坐落在徐州市区。矿山专用铁路

与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接轨，京稿、京沪、连霍等高速公路和20多条国道、省

道公路交错成网．京杭大运河贯穿其间，近郊观音机场己开通的15条航线，与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等同内大城市相连，交通运输十分便利。

徐州煤田含煤面积963平方公里，有太原组、山西组、石盒子组3个含煤

组．煤系地层总厚度500余米，有煤30余层，可采和局部可采的12层，厚度

0．6～“米。开采的煤种主要是气煤，其次为气肥煤，适用于发电、交通、配焦和工

业动力。伴生资源有高岭土、矿泉水、低温热水等。

徐州煤田的发现与开采始于北宋。公元1882年(清朝光绪八年)是徐州煤炭

近代开采的起点。，1948年l 1月8 f1，徐州矿区宣告解放，始称贾汀煤矿．只有·对

年产45万吨矿井的生产规摸。1953年1月6 13，组建贾汗矿务局，其规模己发展

到3个矿、9个基层单位。1958年6月23日，成立徐州煤炭矿务局，次年7月改

称徐州矿务局。全局己拥有lO个矿、17个基层单位。至80年代，徐州矿务局辖

13个矿、16对井。共33个基层单位，全局矿井核定煤炭生产能力1040万吨。

1984年3月3 13．中共江苏省委(1984)95号文批准：徐州矿务局为地市级单位。

1998年4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以苏委(1998)52号文，同意撤销中困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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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徐州矿务局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隶属中

共徐州市委。集团公司党委第一届常委由刘玉景、闵长江、师为杰、于文富、龚景

敦、杨增夫、孙克慧组成，刘玉景为党委书记，闵长江、师为杰、于文富为党委副

书记。龚景敦为纪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分别以苏委(1998)54号、苏

政发(1998)41号文批复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闵长江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刘玉景任公司副董事长；师为杰任公司董事；于文富、杨增夫、孙克

慧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黄国民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骆新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蔡冬林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徐州矿务局副局长。2002年7月

4日中共江苏省委、省委组织部作出关于调整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矿

务局领导班子的决定。孙克慧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

长、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皇新海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副董事长；吴志刚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州矿务局副局长、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职务。因年龄原因，闵长江不在担任徐

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玉景不再担任徐州矿务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职务。2006年6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

决定并宣布皇新海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孙克慧

因年龄原因退休。

徐矿集团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1万名，其中，正高级技术职务人员34

名。高级技术职务人员647名；博士、硕士生45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4

名；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名。产业技术工人资源十分丰富，中级以

上技术工人比例占生产工人的74％，其中，技师以上技术工人占生产工人的

10％。徐矿集团产业队伍特别讲认真、特别顾大局、特别重信义、特别能战斗，拥

有年产百万吨综采队7个，千万吨水平采煤队2个，快速掘进队5个。

解放前的徐州煤矿，生产工具落后，劳动环境恶劣，企业在坎坷的道路上行

进．1882年。1948年仅产煤炭760余万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徐

州煤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突飞猛进，如今半年的产量就相当于解放前66年产

量的总和。

新中国建立后．江苏省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对能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全省

人民支持徐州煤矿。徐州煤矿为支持全省工农业发展而奋力崛起。几十年来，矿

区的高强度、超能力开采。在国内外是罕见的，可是英雄的徐州矿工乐于吃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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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桃重担，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描绘出“徐州煤城”的壮丽画卷，仅用28年的

时间就把一个年产几十万吨的小矿变成千万吨以上的特大型煤炭企业。1949

年，解放后的第一年年产煤炭8l万吨，创建矿以来最高纪录，1977年年产煤炭

超过1000万吨。实现徐州煤矿的历史性实破，使徐州矿务局跻身全国大型矿务

局之列。

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给徐州矿区注

入活力．促进了矿工的思想解放。1982年江苏省政府和煤炭工业部按照城市改

革的精神，将徐州矿务局列为经济改革的试点单位，并分别批准：从1983年起，

徐州矿务局在全国煤炭系统率先实行五年经济总承包，为煤炭企业的改革开拓

出一条新路。1983年～1987年．五年总承包共产煤炭6227．43万吨，比承包指标

增产257．43万吨。减少亏损4014万元，缴纳困税10479万元，百万吨死亡率比

承包前五年下降39．3％，被煤炭工业部命名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1989年9月，

中国煤炭企业管理协会授予徐州矿务局“首届中同煤炭工业优秀企业管理奖”。

同年，局长陈引亮被授予：全同煤炭工业优秀企业家和能源工业劳动模范，次年

荣获全围“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9月21．27日，徐州矿务局参加了南同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管理世界》杂志神举办的“中国工业四十年大型企业成就

展”．在北京展览馆正式展出。参展内容主要围绕建同40周年尤其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徐州局率先在煤炭行_、Jk实行经济承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期间

参观者达20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乔石、宋平等到徐州矿务局展位

参观．江泽民总书记同局党委书记王广玉在展览大厅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199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徐州矿务局又率先在全国煤炭系统实现煤价放开

经营试点．为煤炭企业从围家指导定价走向市场调节定价做出了贡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徐州矿务局迈入了矿井逐步衰老时期，1991年全局

有J5个矿、19对升．共有职丁10．9万人，年末同定资产净伉l 4．88亿元，可采煤

炭储量8．85亿吨。核定生产能力1 135万吨。1991年。2000年共生产煤炭

12965．72万吨．完成综合进尺152．59万米，其中开拓进尺25．75万米。十年实现

销售收入199．31亿元，上缴利税13．48亿元，十年累计亏损5．37亿元，其中大黄

山矿、董庄矿、夏桥井等9义寸矿井资源枯渴，成本畸高，亏损严重，这9对亏损矿井

1999年亏损1．93亿元，1993年至1999年累计亏损达lO．26亿元。．．2000年12

月29日．江苏省企业兼并破产协调小组[2000110号文，转发了全罔企业兼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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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12000147号文《关于下达徐州矿务集团大黄山等

3个煤矿破产项目的通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徐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

持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大黄山、董庄、夏桥3对矿井关破工作进展较为

顺利，职工安置工作，破产清算工作顺利完成，破产终结裁定书南法院下达，办

社会职能单位及人员移交工作基本完成，关破期间矿区和社会稳定。

面对矿井衰老、资源锐减，连年亏损的困难局面，改制后的徐矿集团领导集

体．勇不言衰、奋发图强。及时制定并实施走出去创业和引进来开发的发展战

略．推进煤基产业链延伸和优势生产要素集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初步构

建了以煤电为基础、以机械制造、现代物流、建筑工程、房地产业为支柱的特大

型能源集团框架。在具体运作上：一是加快集团公司本部老矿井的改扩建，其中

旗山、权台、夹河、庞庄、张小楼、诧城、张集、三河尖、张双楼，等矿井经过改扩建

后．新增设计生产能力480万吨，累计完成老矿井改扩建投资总额218275．09万

元。二是积极参与省外境外煤炭资源开发与整合，己在异地获取煤炭资源35亿

多吨。构建了新疆、陕(西)甘(肃)、贵州及徐州本部四大煤炭生产基地框架。

在异地开发方面，有新疆天山矿业有限公司由徐矿集团于2002年7月独

资设立。公司拥有煤炭工业储量10亿吨，其中可采储量5亿吨。所属矿井俄霍

布拉克矿一期工程核定生产能力为180万吨／年，二期400万吨／年改扩建工程

已基本完成。新疆塔城铁煤能源有限公司南徐矿集团于2005年1月重组设立，

公司拥有煤炭工业储量O．82亿吨，西部井田的探矿权预计储量3亿吨。所属昊

源、盛源、茂源三矿，年生产能力分别为30万吨、45万吨、30万吨。昊源矿已完

成安全生产系统改造、盛源矿已经验收投产、茂源矿正在试生产。另外，公司拟

在西部井田建设年产120万吨的恒源煤矿。新疆赛尔能源有限公司由徐矿集团

于2006年7月重组设立，目前公司拥有的煤炭工业储量1．Ol亿吨，红山井田的

探矿权预计储量6．4亿吨。所属5对生产矿井、设计年产能力38万吨，其中三矿

技改基本完成、2对矿井在建、2对矿井技改中，预计4对井技改及建设完成后，

公司生产规模将达到180万吨／年。

贵州容光矿业有限公司由徐矿集团与青岛红星集团于2005年10月共同

投资组建．公司拥有的煤炭工业储量O．98亿吨，矿井设计规模为90万吨，计划

2009年底投产运营。贵州花秋矿业有限公司南徐矿集团与桐梓县政府于2006

年5月共同投资组建。公司拥有的煤炭工业储量O．97亿吨，拥有的探矿权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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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0．79亿吨。所属花秋一矿、花秋二矿。其中花秋二矿已于2006年6月

开工建设．矿升设计规模为90万吨，计划2010年建成投产。贵州兴隆矿业有限

公司南徐矿集团与贵州黔源能发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共同投资组建．实际

为徐矿集团的全资公司。公司拥有的煤炭工业储量O．97亿吨，拥有的探矿权(二

郎矿、桃林矿)预计储量1．87亿吨。所属兴隆、二郎、桃林三矿，其中兴隆矿井已

开工建设，设计规模为90万吨，计划2010年建成投产。

宝鸡秦源煤业有限公司南徐矿集团于2003年12月重组设立。公司拥有煤

炭工业储量O．47亿吨，所属戚家坡矿升于2005年8月底矿井技改完成。年生产

能力达到90万吨。北马坊煤业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目前拥有的麟北煤田探矿

权份额预计资源为1．5亿吨，为建设大型矿井提供了条件。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

公司南徐矿集团、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和宝鸡市罔资委于2007年12月共同出资

组建，郭家河井田煤炭资源储量为65804万吨，矿井设计规模为年产500万吨。

甘肃平凉新安煤、№有限公司南徐矿集团与江苏苏能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共

同出资设立。实际为徐矿集团的全资公司。公司竞拍方式获取的煤炭工业储量

为1．25亿吨，可采储毋0．74亿吨；该矿井田外围煤炭资源0．80亿吨，已得到甘

肃省国土资源厅以甘国土资矿发[20061136号文同意作为矿井的接续资源。2008

年3月，该公司矿井建设项目获得罔家发改委核准。矿井建设规模为年产90万

吨，计划2009年正式投产。百贯沟煤业有限公司由徐矿集团于2006年5月通

过受让股权方式最组设立，公司煤炭保有资源储量(地质储量)0．17亿吨，可采储

量O．11亿吨，该矿井田外围煤炭资源O．62亿吨．已得到fjJ肃省国土资源厅以甘

国土资矿发12006]1 18号文同意作为矿井的接续资源。2007年6月，该公司完成

了18万吨／年的生产能力恢复工作。

徐矿集团在同外主要有孟加拉圈困巴拉普库利亚煤矿劳务专案。2005年6

月．徐矿集团和巾围机械进口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与需加拉同石油天然气公司-F

式签订．r“孟加拉圉巴拉普库利亚煤矿生产与管理服务合同”。巴拉普库利业煤

矿设计年产量100万吨．按照合同规定．徐矿集团派出600多名职工全面接管

巴拉普库利亚煤矿。负责全部井下的采掘活动、生产管理及照看与维护，在71

个月的时间内为孟加拉网生产原煤475万吨。合同总金额达到8300万美元。近

年来徐矿集团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着力打造徐矿品牌，赢得了较好的同际声誉。

徐矿集团通过实施新的发展战略，煤炭产量稳定增长，效益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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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005年共生产煤炭7725．78万吨，(本部7477．67万吨，异地248．1 1万

吨)超计划1383．78万吨；完成综合进尺713689米，其中开拓进尺138570米；

2002年起徐矿集团全面扭亏，5年共实现利税30．03亿元，其中利润5．9l亿元。

在安全生产方面．徐矿集团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方针，创新安全管理，率先

提出并深入推进本质安全型企业的创建。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深化细化质

量标准化建设，大规模持续开展“三违”治理活动，总体安全形势稳定好转，2001

年～2005年原煤百万吨死亡率为0．60。其中2005年为O．21，达到全国行业先进

水平。

2005年，徐矿集团总资产145．21万元；营业收入108．3亿元，同比增加

22．7％。积极推进减员增效，2005年末在册职工65024人，比2000年末减少

23457人。2005年原煤全员效率3．701吨／工。比2000年提高0．603吨／工。至

2006年．徐矿集团生产和在建矿井25对，除本部期末煤炭储量lO．亿吨，还拥

有异地煤炭资源35亿多吨，己形成年产2400万吨生产能力。

徐矿集团走煤业与多元化产业并重，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举，国有资本

和民营资本并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促的发展道路。重点发展煤炭、电力、

房地产业；积极培育物流、建材、机械制造、水资源开发、煤化工产业；开放搞活

建筑施工、商贸宾服和医疗事业。

电力产业取得新进展。2005年8月，总投资5．5亿元的华美坑口热电厂

2x55mw机组建成并网发电．坨城电厂2x135mw高温超高压机组技改提前建成

投运．参股的国电宿迁热电厂2x135mw机组己建成发电，参股的徐州阚山发电

厂2x600mw机组项目己开工建设。徐矿坑口综合发电厂一期2x300mw工程、新

疆阿克苏电厂一期2×200mw工程正在建设。

商服业发展良好。2005年华美商厦完成万米平方改扩建工程，经济运行质

量不断改善。效益水平达全市同业行先进水平；2002年4月与台湾润泰集团合

资建成2万平方米大福源超市；2005年3月19日与浙江温岭海天假日酒店集

团签订了合作建设和经营五星级华美宾馆合同，己建成开业。

机械制造发展较快。机械厂大力开发煤矿机械、工程机械、建筑建材机械、

液压件等新产品，国内先进、国际知名，畅销全国及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

销售收入稳步增长．2005年突破3亿元；二机厂上马了轻钢结构生产线，形成了

多品种共同发展的格局。投资14亿元的煤矿装备研发制造基地正在建设中。



总 述 15

房地产发展迅速。2004年组建华美房地产开发公司，累计开发商品房53．2

万平方米．实现收入2．39亿元，利润1730万元；2005年增资扩股成立华美房地

产经营公司。建成徐矿房产经营中心，完成项目代理和二手房交易面积17．93万

平方米、交易总额1．75亿元。

建材产业形成了新的增长点。2005年建成了总投资达3000万元的中美合

资华美斯达粉煤灰砌块生产线；卧牛山防水材料公司产品以较高的质量打人了

国家粮库、首都机场等霍点工程。

医疗卫生稳步发展。坚持药品、器械集中采购制度，保证了用药安全。积极

整合医疗资源，成立了淮海肿瘤医院，徐矿集团总医院建成国家矿山医疗救护

区域中心．组建了彭城医药公司、华美医疗器械投资公司，医疗规模和收入不断

增长．2005年集团医疗收入33305．81万元，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职工收入逐年增长。调整提高职工下井津贴和岗位补贴，自2004年起按季

度发放效益奖，2005年起全面f实行企业年薪制度，2001年至2005年在岗职工

收人平均增长22％，2005年在岗职工人均收入达25935元，比2000年增

170．89％。投人1．05亿元改造危房63万平方米，积极争取和实施经济实用房建

设．累计发放购房补贴1．14亿元、住房贷款8467万元；加大生活供水和旱厕所

改造力度．14357户居民供电和20862户居民供水移交地方，集中开展居民小区

环境整治．职工住房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全集团有线电视系统全面实现

光纤联网．收视频道增加到40个。电话装机数不断增加。职工医保与社会全面

接轨．建立内部医疗互助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制度，投入1．07亿元新增大型先

进医疗设备181台(套)，新增住院床位315张，有效改善了职工就医条件。

步人发展快车道的徐矿集团，坚守强企报国之信念，在新的起点上瞄准建

设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特大型能源企业目标，按照“十一五”规划蓝图，立足

大都市、联接长i角、挺进巾两部、参与同际化．坚持走m夫、引进来的发展主

题，渊整为主线。创新为动力，改制转型、蒯整结构、企地联动、抢抓机遇，加快发

展．到2010年企业总资产和营业总收入将双双突破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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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袁

2001。2005年徐矿集团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淤=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指标名称、＼
工、№总产值

(现价万元)
278962 361045 415426 585475 723839

工、№增加值
157214 230569 280469 417342 504499

(万元)

’原煤总产量

(吨)
13721598 l5264369 16344597 15661200 16266033

商品煤产量
12936278 14649960 15758912 14720401 l5508743

(吨)

洗精煤

(吨)
9935ll 712357 857080 1239263 87169l

综合进尺
151409 14238l 139084 129493 151322

(米)

开拓进尺

(米)
26498 24088 26888 30865 3023l

商品煤厌分
23．9 24．51 24．65 24．42 25．1】

(％)

企、lk综合电力消耗
47．96 43．2 42．55 44 40．26

(T-瓦时／吨)

采煤机械化程度
76．37 76．68 78．69 85．1 87．48

(％)

掘进装载机械化程度
99．6l 96．06 94．42 92．7l 93．47

(％)

机电设备使用率
93．07 93．56 94．41 92．28 92．75

(％)

矿(井)期末
12l 121．3 l 16818．6 114487．9 lll898．1 107190．1

可采储量(万吨)

期末职工人数
7733l 72479 69493 67083 65024

(在册人)

期末职工人数

(在岗人)
53430 60520 57478 5431l 52142

原煤全员效率

(吨／512)
3．304 3．644 4．007 3．67l 3．7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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