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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徐州煤炭志》是江苏省徐州市的煤炭专业志，为徐州市地方志系
列丛书之一。。 ．

二，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核‘

史料、记述事实，力求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徐州金矿区煤炭开发的演变
过程和历史。

三，本志上限为1882年，下限为1985年，古代开采追溯到1079年，部分
章节延续到1987年，单位简介延续到1989年。

四、本志在记述中，以煤矿生产企业为主体，不受隶属关系限制，煤炭
系统其他企事业单位作一般性记述。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照片等形式，以志为主。使用

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志书主体部分共分10编41章92节。全书约38万字。

本志随文列表，统一编号，表题单列日次。

六，志中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相应如

公元纪年的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的方法。

七，志中记数，计量的记述，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规定使用。

八，志中称谓-
、

徐州矿区，丰沛矿区简称徐州煤田；

大屯煤电公司所属井田范围简称大屯矿区J

徐州煤炭系统泛指徐州境内所有的煤炭企事业单位，

徐州煤矿泛指所有徐州境内的煤矿，亦称全矿区，

各局，公司泛指国家统配煤矿、地方国营煤矿、乡镇煤矿。

九，荣誉篇中劳动模范名录只记载级别最高或时间最早的一次。

十，本志资料一般不标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徐州是江苏省的煤炭工业基地，‘徐州煤炭志'的出版，是我省煤炭战线一件令人

高兴的事。

古城徐州，地下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徐州煤炭的开发自北宋元丰元年苏东

驶任知州始，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但由于徐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旧中国，兵祸连

年，黄水横溢，使煤炭的开采累受延误。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古城徐州焕发了青春，优越

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徐州的煤炭开发进入了黄金时期。五十年代后期，

一路路会战大军意气风发地来到徐州安营扎寨I一批批设备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

汇集当年的古战场，一座座井架拔地面起，5万余名建设者头顶蓝天，脚踏平原，披星

戴月，风餐露宿，开始了一场开发徐州煤田的新的“淮海战役万。10年的拼搏，10年的

奋斗，终于建成了年产500多万吨煤炭的新矿区。

七十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徐|9{{煤炭工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阶段，改革开放的方针，给矿区注入了新的活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徐州爆

炭工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百年老矿青春焕发，新兴矿井充满生机，地方煤矿星罗棋

布，形成了国家统配、地方国营，乡镇集体一齐上的新格局。

统配煤矿徐州矿务局，大屯煤电公司及部分地方煤矿，在采煤方法和采掘、运输机械

化程度，巷道支护，矿井通讯、安全设施、生产管理等方面均巳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还

有地质勘探，基本建设，煤矿设计，科研，矿山机械、物资供应，文教卫生等单位，为

．媒炭生产服务，成绩斐然。进入八十年代，金矿区已有职_T_-20余万人，年产煤炭2000万

吨以上，相当于建目前徐州煤矿66年总产量的3倍，为江苏工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更让我们敬佩的是，徐州20万煤矿工人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扬了“特剔能跑

斗一的可贵精神，日夜奋战在数百米井下，默默地开采地层深处的“乌金’’，为工业遗

去搿粮食刀，给人民带来温暖，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无私地奉献出光和热。他们用自

己的青春年华，甚至鲜血和生命，塑造着自己力与美的雕像，谱写出一曲曲艰苦创业杼

奉献者之歌，他们就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徐州煤炭志》的编纂和出版，．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全面记载徐州煤炭事业睁

发展史，是我省煤炭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通

俗流畅的文笔，生动地记录了几辈开拓者和建设者用汗水谱写的历史。它不仅可以使人

们看到徐州煤炭事业发展的较为完整的历史演变过程，鉴古察今，策励未来，而且可



以激发广大煤炭职工的光荣感和自豪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继续创造徐州煤矿美好的明

天，同时还可以引起全社会对煤炭行业的关注和重视，对煤矿工人的奉献精神给予热诚

的支持和理解，我想，这正是这部志书出版的意义所在。在此，我还要感谢本志的编纂

者——我省徐州煤炭系统的同志，他们在徐州市志办的领导下，精心组织，呕心沥血，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拼搏，编纂出近38万字的煤炭志，这些同志为江苏煤炭事业办了一件

值得颂扬的大好事，当我们读到本志时，是不会忘记编纂者的功劳的。

徐州百里煤田是生我养我的沃土，我本是徐州矿工队伍中的一员，那里有我的汗

水，我的足迹，我的战友，那里的一切都曾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今天，借此机会写了

上面的话，作为序。同时，也以此表达我对徐州煤矿的眷恋之情，表达我对徐州煤矿职

工的深深敬意。

江苏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董吉元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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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一 述

徐州素有煤都之称，正式开采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江苏省唯一的煤炭工业基地。

徐州自古为口五省通衢黟，现为中国东部的交通枢纽，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

此交汇，京杭大运河贯通其间，航空直达京、沪，宁。发达的交通是徐州煤炭工业发展

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徐州煤田形成于两亿多年前，其范围包括徐州矿区和丰沛矿区，总面积约1400平方

公里。含煤地层为石炭二叠系，共含煤12"30层，可采4"-'10层，煤炭总厚11-v14米，

一般可采总厚7"8米，平均含煤系数为3．6％。煤种主要为低硫低磷的气煤，肥煤，是

良好的动力用煤和较好的配焦用煤。

徐州市境内的煤炭生产企业，有国家统配煤矿徐州矿务局和大屯煤电公司，市属地方

国营煤矿徐州市煤炭工业公司，外市、县来徐办地方国营煤矿的有盐城矿务局，淮阴矿务

局，南通煤炭工业公司、扬州煤炭工业公司和连云港煤炭工业公司。乡镇集体煤矿有铜山

县煤炭工业公司等。全矿区共有生产矿井165对(其中大中型矿井17对)，正在建设的矿

井4对，职T_20万人，年生产能力2000万吨。此外，煤炭系统在徐州的单位还有。中国

矿业大学，煤炭部地质普查大队，煤炭部一四七地质勘探队，煤炭部徐州物资供应基

地，煤炭部建安六处，省煤炭基本建设公司，省煤矿设计院、省煤矿研究所，徐州煤矿

机械厂，徐州煤炭工业学校，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等。基本形成了配套成龙的现代化

'；|}g综合性矿区。

徐州煤炭的开发史可追溯到九百余年前。北宋元丰元年十二月(1079年1月)，大

文学家苏东坡在徐州任知州，为解决百姓无以为炊之急，派人在徐州郊区查勘到煤炭，

并为此而作《石炭》诗，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根苗一发浩无际，万

人鼓舞千人看。力首次记载了徐州发现和开采煤炭的生动景象。

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两江总督左宗棠上疏皇帝。 搿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

铁矿，劳光绪皇帝准旨后。徐州道台程敬之奉左宗棠之命，选派南京候补知府胡恩燮集股

银10万两，于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四日(1882年10月5日)，设立利国驿煤铁矿局，在蔡山开煤

井。从此，徐州煤矿进入了经营性开采时期。次年，矿址东迁青山泉，开煤井12座，

日产煤四五十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胡恩燮之子胡光国请领部照，成立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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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煤矿公司，在贾汪开煤井5座。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的族弟袁世传来徐接办贾

汪煤矿公司，凿大井，用机器，筑铁路，一度日产煤500吨以上。民国20年(1931年)，．

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集股80万元大洋，接办贾汪矿场，成立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开凿夏桥新井，5年后年产煤达34．7万吨。

民国27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贾汪矿场，改称柳泉炭矿，实行掠夺式开采，

矿工惨遭虐待，煤田被破坏得百孔千疮。抗战胜利后，刘鸿生恢复了华东煤矿公司继续．

经营，直至矿山解放。徐州煤矿近代开采66年，七易窑主，历尽沧桑，煤炭总产760多

万吨，只相当于现在徐州煤矿4个半月的产量。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的胜利进军中，徐州煤矿获得了新生。谭震林，傅秘
涛等解放军首长。风尘仆仆地亲临贾汪矿场视察，为恢复矿山生产指明了方向。徐州矿

工不负重托，1949年出煤81万吨，创历史年产最高纪录。从此，徐州煤矿揭开了新的篇

章。

徐州煤田在解放前探明的煤炭储量只有1亿多吨。5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

下，翻身做主人的徐州矿工，发扬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精神，用3台土钻机建立起锦

探队，在土法勘探找煤获得初步成果后，国家调来专业勘探队，经过连年不断的勘探，

终于揭开了古城徐州地下宝藏的面纱。不仅市区东部贾汪老矿区储量大大增加，而且在

市区西部，北部发现九里山、闸河和丰沛等广大区域都有煤炭埋藏，探明的煤炭地质借
量达35亿吨以上。

50年代后期，中共江苏省委和省政府组建了徐州煤炭矿务局和基建局，并号召全省”

人民支援徐州煤矿建设，从而使矿区生产建设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一队队支煤：

大军意气风发地从全省各地来到徐州，一座座井架如雨后春笋遍布百里煤田。5万多名

矿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披星戴月建矿井，挥汗大干多出煤。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仅甩

了10年时问，徐州矿区的国家统配煤矿已发展到8座矿，14对井，矿井设计能力510万

吨，实际年产达500万吨以上，建井周期和煤炭增产速度，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进入7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州煤田开发形成了国家统配，地．

方国营、乡镇集体和个体一起上的崭新格局。在这期问，国家统配的徐州矿务局发展到13

座矿，16对井，设计年产771万吨后，又注重老矿改造挖潜增产，1977年全局年产突破

千万吨大关。1983年在全国煤炭系统率先实行五年经济总承包获得成功，成为国家特大

型企业。1970年始建的国家统配矿大屯煤电公司，用17年时间在丰沛矿区建起了5．

座煤矿，5对矿井，设计年产465万吨。同时建成了大屯发电厂和自营的徐沛铁路，走出，

了一条煤，电、运综合经营的新路子。至1987年。徐州境内的统配矿已发到18座煤矿、

21对井，设计年产1311万吨。70年代初重整旗鼓的地方国营煤矿——徐州市煤炭工业公

司和盐城，淮阴，南通，扬州，连云港等市在徐州开办的煤炭公司，16年共兴建小型煤矿

35座，年产能力304万吨。1976年始办的乡镇集体煤矿和个体煤矿，由铜山县煤炭工业
公司管理，10多年来，乡镇矿已发展到111对(其中包括个体矿2对)，1985年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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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40多万吨。1975年7月组建的省煤炭基本建设公司，为国家一级施工企业，辖5个工

程处，11351名职工，5005台设备，可同时承担3对大中型矿井的施工任务，10多年来

．共完成矿井总投资29824．56万元，矿井投产能力266万吨，是徐州煤田新矿区开发的唯

一的专业施工队伍。1950年至1985年，徐州全矿区共完成矿井基本建设总投资203465．95

万元，其中国家统配矿162165．50万元，地方国营矿37781．45万元，乡镇集体矿35 19万

元。

徐州煤矿在生产建设中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早在50年代初就成功地试验和推

广了长壁采煤法，为使用机械生产创造了条件。采煤掘进工具的改革，经历了从手镐刨

‘煤、风镐落煤、截煤机割煤，刨煤机刨煤，电钻打眼，机械扒装到综合机械化采煤掘进

的发展进程。到80年代中期，全矿区统配矿的采掘机械化程度平均达40％和70％以上，

原煤效率平均每11．10吨，比1950年提高0．78吨。支护改革从坑木代用到水泥金属支

护，进而发展到光爆锚喷和单体液压支柱。全矿区统配矿的坑木消耗由1950年的百万吨

．300立方米下降到1985年25立方米，徐州矿务局连续12年名列全国先进指标。生产技术管

理方面，80年代以来，应用了微波通信、数据通信和电子计算机以及工业电视等，提高了

生产管理水平。矿井安全设施已广泛使用了煤尘，瓦斯和顶板监测仪表及电子遥控报警装

置，大大增强了矿井的抗灾能力，保证了煤矿安全生产。设置在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和省

煤矿设计院、煤研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经常深入工厂和矿山井下，与基层人员一起搞

．科研攻关，推动了徐州煤矿的科技发展。30多年来，全矿区共完成煤矿科研1000多个项

目，其中受到省级以上奖励的达150多项。科技进步促进了煤炭生产的发展，19 49年至

1985年，徐州全矿区共生产原煤27691．08万吨(其中统配矿24030．16万吨)。统配煤矿

上交国税41757．8万元，实现利润30661．9万元。为支援江苏省及华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了贡献。

徐州煤炭系统企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生产，建设和多种经营三个主体并

重的指导思想，既立足内涵挖潜，又致力于外项经营。80年代中期，省煤炭基建公司和徐

州矿务局先后打入国际市场，承包了摩洛哥和菲律宾的矿井施工工程。多种经营繁花似

锦，全矿区的经营范围有机电修配，建筑装饰，食品制作，百货销售等近300个项目。

．共有职12万余人。各单位多种经营拥有固定资产从2000元到1500万元、年收入从7000

元到4700万元不等。煤炭多种经营虽然发展还不平衡，但已成为煤炭企事业单位转轨变

．型，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支柱和希望之光。

时代在前进，煤矿在发展，徐州煤田开发方兴未艾。徐州矿区，开采已逾百年之

久，但煤炭储量还有10多亿吨，老矿生产建设大有可为’丰沛矿区，开发刚刚拉开帷

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煤炭20多亿吨，这里是徐州煤矿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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