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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编修地方志的工作一贯很重视。1958年以前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关怀下，

曾经成立7“修地方志小组”，“文革’’时期被迫中断。八十年代初，耷中国史学会上胡乔

木同志曾经提出“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去编写地方志”。在1982年5月，他

再_次指出“⋯⋯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历史经验要做出有价值的总结"。在“七五"

计划第二十七章，中央把编篡地方志工作列为“七五”重点工作之一。在1986年12月，

《中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小组长曾三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新地方志要着重记述

我国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所经历的曲折
道路和光辉成就；要反映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记

述的重点要放在建国以后到1985年这三十多年的光辉事迹⋯⋯”。．他强调编志的态度

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积极稳妥态度，要保证质量⋯⋯”。(见8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1984年第21期《红旗》杂志中刊载吴家殉同志关于编修《当代中国》大型志书的编写工作

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编写志书要本着

科学态度，既写成功的经验又应记挫折的教训。这是一项极为严肃的科学工作，要求有

丰富可靠的资料做为写作的基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湖北省燃料公司志》就是本着以上中央批示的精神，根据一九八六年七月，省物资

局领导开会布置后着手编写的。本书记述了湖北省自鸦片战争(1840年)到1985年二一

百多年湖北省燃料(主要是煤炭)供应及调运的历史。我省是缺煤省份之一，本志书虽

跨分近代史和现代史两部分，但主要的还是记述建国后我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的

能源——煤炭，在流通环节中起到的主要作用。
、

本公司成立几十年来机构变动频繁，文书立卷工作缺乏科学的整理和保管，尤其是

十年的“文革”运动，业务报表及其它文件更不完整，这给编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实为

遗憾之事，现时隔六年才得付印出版，能将我省在建国前后一百多年的燃料流通历史，

较真实地遗留给后世，是一件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

本志记述燃料调运及供应历史，只到1985年，由19}j6年到本公司成立三十年的1992

年以及今后的年代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本公司所经营的主要业务已发生很大的变

化，今后还要发生变化，这是历史的规律。本公司在适当时期，拟再补充和修订，请各方

专家鉴谅。 ．

．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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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一九六七年市场民用煤和工业用煤供应情况⋯⋯⋯⋯⋯⋯⋯⋯⋯⋯⋯⋯⋯一(106)
第三节一九六八年市场民用煤和工业用煤供应情况⋯⋯⋯⋯⋯⋯⋯⋯⋯⋯⋯⋯⋯⋯(108)

第四节一九六九年工业用煤供应情况⋯⋯⋯⋯⋯⋯⋯⋯⋯⋯⋯⋯⋯⋯⋯⋯⋯⋯⋯⋯(109)

第五节 一九七。年市场用煤和工业用煤供应情况⋯⋯⋯⋯⋯“⋯⋯⋯⋯⋯⋯⋯⋯⋯·(110)

第二十章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13)

第一节一九七一年工业用煤供应情况⋯⋯⋯⋯⋯⋯⋯⋯⋯⋯⋯⋯⋯⋯⋯⋯⋯⋯⋯⋯(113)

第二节 一九七二年工业用煤和市场用煤供应情况⋯⋯⋯⋯⋯⋯⋯⋯⋯⋯⋯⋯⋯⋯⋯(113)

第三节 一九七三年工业用煤供应情况⋯⋯⋯⋯⋯⋯⋯n⋯⋯⋯⋯⋯⋯⋯⋯⋯⋯⋯⋯·(115)

第四节一九七四年工业用煤供应情况⋯⋯⋯⋯⋯⋯⋯⋯⋯·?⋯⋯⋯⋯⋯⋯⋯⋯⋯⋯(115)

第五节一九七五年煤炭供应情况⋯⋯⋯⋯⋯⋯⋯⋯⋯⋯⋯⋯⋯⋯⋯⋯⋯⋯⋯⋯⋯⋯(116)

第二十一章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19)

． 第一节一九七六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119)

第二节一九七七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121)

第三节一九七八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122)

第四节一九七九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厶⋯⋯⋯⋯⋯⋯⋯⋯⋯⋯⋯⋯·(123)

第五节一九八。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j⋯⋯⋯⋯⋯⋯⋯⋯⋯⋯⋯⋯⋯⋯⋯”(125)

第二十二章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29)

． 第一节一九八一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129)

第二节一九八二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131)

第三节一九八三年全省煤炭供应情况⋯⋯⋯⋯⋯⋯⋯⋯⋯⋯⋯⋯⋯⋯⋯⋯⋯⋯⋯⋯(133)

： 第四节一九八四年煤炭供应及中央领导的指示⋯⋯⋯⋯⋯⋯⋯⋯⋯⋯⋯⋯⋯⋯⋯⋯(136)

第五节一九八五年煤炭供应工作⋯⋯⋯⋯⋯⋯⋯⋯⋯⋯⋯⋯⋯⋯⋯⋯⋯⋯⋯⋯⋯⋯(138)

第六节一九八六年煤炭供应工作展望⋯⋯⋯⋯⋯⋯．．．⋯⋯⋯⋯⋯⋯⋯⋯⋯⋯⋯⋯⋯(141)

[附录一]地方工业与市场民用煤炭历年调入统计裒⋯⋯⋯⋯⋯⋯⋯⋯⋯⋯⋯⋯⋯⋯⋯⋯(142)

[附录-l历年调入中央统战煤和地方矿计jl!I煤统计表⋯⋯⋯⋯⋯⋯⋯⋯⋯⋯⋯⋯⋯⋯⋯(143)

[附录-1武汉市煤建公司历年煤炭销售量统计表⋯⋯⋯⋯⋯⋯⋯⋯⋯⋯⋯⋯⋯⋯⋯⋯⋯’(145)

第二十三章工业生产用燃料油供应工作⋯⋯⋯⋯⋯⋯⋯⋯⋯⋯⋯⋯⋯⋯⋯⋯⋯⋯⋯⋯⋯(1463)

第一节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供应情况⋯⋯⋯⋯⋯⋯⋯⋯⋯⋯⋯⋯⋯⋯⋯⋯⋯⋯(146)

． 第二节关于燃料油节约工作会议⋯⋯⋯⋯⋯⋯⋯⋯⋯⋯⋯⋯⋯⋯⋯⋯⋯⋯⋯⋯⋯⋯(147)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严格控制烧油的措施⋯⋯⋯⋯⋯⋯⋯⋯⋯⋯⋯⋯⋯⋯⋯⋯⋯⋯⋯⋯⋯⋯⋯⋯(149)

关于压缩烧油的有关规定⋯：⋯⋯⋯⋯⋯⋯⋯⋯··。⋯⋯⋯⋯⋯⋯⋯⋯⋯⋯⋯·(150)

烧油定额管理工作⋯⋯⋯⋯⋯⋯⋯⋯⋯⋯⋯⋯⋯⋯⋯⋯⋯⋯⋯⋯⋯⋯⋯⋯⋯(151)

198—1985年燃料油供应情况⋯⋯⋯⋯⋯⋯⋯⋯⋯⋯⋯⋯⋯⋯⋯⋯⋯⋯⋯⋯⋯(1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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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各年度统计数字⋯⋯⋯⋯⋯⋯⋯⋯⋯⋯⋯⋯⋯⋯⋯⋯⋯⋯⋯⋯⋯⋯⋯⋯⋯⋯(154)

第二十四章沥清和石油焦供应工作⋯⋯⋯⋯⋯OIQ m$·⋯⋯⋯⋯⋯⋯⋯⋯⋯⋯⋯⋯·?⋯⋯．．．·(157)

第一节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沥青经营及机构概况⋯⋯⋯⋯⋯⋯⋯⋯⋯⋯⋯⋯⋯⋯-·(157)
第二节六十年代后期沥青经营和管理工作⋯⋯⋯⋯⋯⋯⋯⋯⋯⋯⋯⋯⋯⋯⋯⋯⋯⋯(158)。

第三节七十年代后期到一九八五年的沥青经营管理工作⋯⋯⋯⋯⋯⋯⋯··?⋯⋯⋯⋯(158)

第四节关于沥青调拨价格历年变动情况⋯⋯⋯⋯⋯⋯⋯⋯⋯⋯⋯．．．⋯竺⋯⋯⋯⋯⋯·(159)

第五节沥青供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61)

第六节石油焦的供应工作⋯⋯⋯⋯⋯⋯⋯⋯⋯⋯⋯⋯⋯⋯⋯⋯⋯⋯“⋯⋯⋯⋯⋯⋯·(161)
‘

第七节七十年代一度筹建的沥青油库问题⋯⋯⋯⋯·：⋯⋯⋯·”⋯⋯⋯·o⋯⋯⋯⋯⋯(162)

[附表]石油沥青历年申请及供应情况表⋯⋯⋯厶⋯⋯⋯⋯⋯⋯⋯⋯⋯⋯⋯⋯⋯⋯⋯⋯⋯·(163)

第二十五章协作煤和集资煤的组织工作⋯⋯⋯⋯⋯⋯⋯⋯⋯⋯⋯⋯⋯⋯⋯⋯⋯⋯⋯⋯⋯(164)，

第一节我省组织的几种协作煤“二⋯⋯⋯⋯⋯⋯⋯_⋯⋯⋯⋯⋯⋯o⋯⋯⋯⋯⋯⋯⋯(164)

第二节磷矿石协作煤炭⋯⋯⋯⋯⋯⋯⋯⋯⋯⋯⋯⋯⋯⋯⋯⋯⋯⋯⋯⋯⋯⋯⋯⋯⋯五(164)’

．第三节钢材与粮食协作煤⋯⋯⋯⋯⋯⋯⋯⋯⋯⋯⋯⋯⋯⋯⋯⋯⋯⋯⋯”．．．．．．⋯⋯．．-．”(165)

第四节集资煤⋯⋯⋯⋯⋯⋯⋯⋯⋯⋯⋯⋯⋯⋯⋯⋯⋯⋯⋯⋯⋯⋯⋯⋯⋯⋯⋯⋯⋯⋯(165)

[附录]湖北省历年计划外组织煤炭实际到货表⋯⋯⋯⋯⋯⋯二⋯⋯⋯⋯⋯⋯⋯⋯⋯”(167)

第二十六章参加湖北省物资贸易中心⋯⋯⋯⋯⋯⋯⋯⋯⋯⋯⋯”。⋯⋯⋯⋯⋯⋯⋯⋯⋯”(168)

． 财务及物价篇
’

，1

第二十七章 湖北省煤建公司经营时期财务及物价工作⋯⋯⋯⋯⋯⋯⋯⋯⋯⋯⋯⋯⋯⋯(169)

综述(一九六。年一一九八五年)⋯⋯⋯⋯⋯⋯⋯⋯⋯⋯⋯⋯⋯⋯⋯⋯⋯⋯⋯⋯⋯⋯⋯(169)

第一节一九六二年以前省商业部门市场用煤财务工作⋯⋯⋯⋯⋯⋯⋯⋯⋯⋯⋯⋯”f170)
第二节一九六三年以后省煤建公司煤炭财务及物价工作⋯⋯⋯⋯⋯⋯⋯一．．⋯⋯⋯⋯(172)

第三节省煤建公司市场煤价工作大事纪要⋯⋯⋯⋯⋯⋯⋯⋯⋯⋯⋯⋯⋯⋯⋯⋯⋯⋯(174)

第二十八章省煤炭公司和省煤建公司合并以后财务及物价工作(1975—1979年)⋯⋯⋯⋯⋯(181)

第一节合并以后物价执行的基本情况⋯⋯⋯⋯⋯⋯⋯⋯⋯⋯⋯⋯⋯⋯⋯⋯⋯⋯⋯⋯(181)

第二节清产核资及财经纪律检查记事⋯⋯⋯⋯⋯⋯⋯⋯⋯⋯⋯⋯⋯⋯⋯⋯⋯⋯⋯⋯(183)

第三节市场用煤补贴差价测算差误⋯⋯⋯⋯⋯⋯⋯⋯⋯⋯⋯⋯⋯⋯⋯⋯⋯⋯⋯⋯∥(188)

第四节市场用煤价格补贴的整顿⋯⋯⋯⋯⋯⋯⋯⋯⋯⋯⋯⋯⋯⋯⋯⋯⋯⋯⋯⋯⋯⋯(188)

第五节煤炭调价及其他执行加价的重要文件⋯⋯⋯⋯⋯⋯⋯⋯⋯⋯⋯⋯⋯⋯⋯⋯∥(190)

第六节省工业用煤收取管理费和统一结算⋯⋯⋯⋯⋯⋯⋯⋯⋯⋯⋯⋯⋯⋯⋯⋯⋯⋯(194)

‘第七节省燃料公司各年度财务管理及经济指标⋯⋯⋯⋯⋯⋯⋯⋯⋯⋯⋯⋯⋯⋯⋯⋯(195)

[附录]省燃科公司历年财务及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201)

燃料节约和管理篇 ．

·

第--+X章 燃料的节约和管理⋯⋯⋯⋯⋯⋯⋯⋯⋯：⋯⋯⋯⋯⋯⋯⋯⋯⋯⋯⋯⋯⋯⋯··(203)

第一节“一五”时期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节煤机构以及节煤概况⋯⋯⋯⋯⋯⋯⋯⋯⋯(203)
’

第二书。三五”时期的节煤工作⋯⋯⋯⋯⋯⋯⋯⋯⋯⋯⋯⋯⋯⋯⋯⋯⋯⋯⋯⋯⋯⋯⋯(205)

第三节“四五”时期的节煤工作⋯⋯⋯⋯⋯⋯⋯⋯⋯⋯⋯⋯⋯⋯⋯⋯⋯⋯⋯⋯⋯⋯⋯(206)

第四节。五五”时期的节煤与管理工作⋯⋯⋯⋯⋯⋯⋯⋯⋯⋯⋯⋯⋯⋯⋯⋯⋯⋯⋯⋯(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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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六五”时期的节煤与管理工作⋯⋯⋯··i⋯⋯⋯⋯⋯⋯⋯⋯⋯⋯·：⋯⋯⋯¨⋯·(209)

第三十章燃料节约与管理工作分专题记事⋯．．．⋯⋯⋯⋯⋯⋯⋯⋯⋯⋯⋯⋯⋯⋯⋯⋯⋯⋯(214)

第一关于开展：节能月”活动⋯⋯⋯⋯⋯⋯⋯⋯⋯⋯⋯⋯⋯⋯⋯⋯⋯⋯⋯⋯⋯⋯⋯⋯(214)

第二企业测试热平衡工作⋯⋯⋯⋯⋯⋯⋯⋯⋯⋯⋯⋯⋯⋯⋯⋯⋯⋯⋯⋯⋯⋯⋯⋯⋯(214)

第三凭证定量供应工作(工业煤)⋯⋯⋯⋯⋯⋯⋯⋯⋯⋯⋯⋯⋯⋯⋯⋯⋯⋯⋯⋯⋯⋯(215)

第四燃料节约及评比竞赛名单⋯⋯二⋯⋯⋯⋯⋯⋯⋯⋯⋯⋯⋯⋯⋯⋯⋯⋯⋯⋯⋯⋯··(215)

第五燃料节约措施费及项目安排⋯⋯⋯⋯⋯⋯⋯⋯⋯⋯⋯⋯⋯⋯⋯⋯⋯⋯⋯⋯⋯⋯(217)

第六关于工业锅炉更新改造及附表⋯⋯⋯⋯⋯⋯⋯⋯⋯⋯⋯⋯⋯⋯：⋯⋯⋯⋯⋯⋯··(2201

第七推广和普及蜂窝煤情况⋯⋯⋯⋯⋯⋯⋯⋯⋯⋯⋯⋯⋯⋯⋯⋯⋯⋯⋯⋯⋯⋯⋯⋯(224)

第八武汉市生产蜂窝煤情况及销售量表⋯⋯⋯⋯⋯⋯⋯⋯⋯⋯⋯⋯⋯⋯⋯⋯⋯⋯⋯(224)

第九关于开展革新煤炉煤饼工作⋯⋯⋯⋯⋯⋯⋯⋯⋯⋯⋯⋯⋯⋯⋯⋯⋯⋯⋯⋯⋯⋯(226)

第十 武汉市工业节约煤炭工作简述⋯⋯⋯⋯⋯⋯⋯⋯⋯⋯⋯⋯⋯⋯⋯⋯·：⋯⋯⋯⋯-(227)

第十一 。六五”期间湖北省能源消费情况⋯⋯⋯⋯⋯⋯⋯⋯⋯⋯⋯⋯⋯⋯⋯⋯⋯⋯⋯(228)

[附表]历年地方工业和市场煤节约完成情况表⋯⋯⋯⋯⋯⋯⋯⋯⋯⋯⋯⋯⋯⋯⋯⋯⋯(229)

储运篇
第三十一章江岸煤场成立历史及经营情况⋯⋯⋯⋯⋯⋯⋯⋯⋯⋯⋯⋯⋯⋯⋯⋯⋯⋯⋯⋯(231)

江岸煤场经营情况及统计表⋯⋯⋯⋯⋯⋯⋯⋯⋯⋯⋯⋯⋯⋯⋯⋯⋯⋯⋯⋯⋯⋯⋯⋯⋯(232)

江岸煤场历届领导名录：⋯⋯⋯⋯⋯⋯⋯⋯⋯⋯⋯⋯⋯⋯⋯⋯⋯⋯⋯⋯⋯⋯⋯⋯⋯⋯”(233)

第三十二章汉阳煤场的建设及经营情．况⋯⋯⋯⋯⋯⋯⋯⋯⋯⋯⋯⋯⋯⋯⋯⋯⋯⋯⋯⋯⋯(234)

一、选场址及投资批准经过⋯⋯⋯⋯吖⋯⋯⋯⋯⋯⋯⋯⋯⋯⋯⋯⋯⋯⋯⋯⋯⋯⋯⋯⋯(234)

二、代收代发其他物资及土地问题⋯¨⋯⋯⋯⋯⋯o⋯⋯⋯⋯⋯⋯⋯⋯⋯⋯⋯⋯⋯⋯·(235)

三、初步筹建汉阳煤场机械化问题⋯⋯⋯⋯⋯⋯⋯⋯⋯⋯⋯⋯⋯⋯⋯⋯⋯⋯⋯⋯⋯⋯(235)

四、“六五”期间固定资产使用及试行经济核算⋯⋯⋯⋯⋯⋯⋯⋯⋯⋯⋯⋯⋯⋯⋯⋯⋯(2361

五、汉阳煤场企业整顿前后⋯⋯⋯⋯⋯⋯⋯⋯⋯⋯⋯⋯⋯⋯⋯⋯⋯⋯⋯⋯⋯⋯⋯⋯⋯(237、

六、汉阳煤场历年收发数量统计表⋯⋯⋯⋯⋯⋯⋯o⋯⋯⋯⋯⋯⋯⋯⋯⋯⋯⋯⋯⋯⋯·(238)

七、汉阳煤场历届领导及职称表⋯⋯⋯⋯⋯⋯⋯⋯⋯⋯⋯⋯⋯⋯⋯⋯⋯⋯⋯⋯⋯⋯⋯(2391

第三十三章湖北省及武汉市组织自拉煤储运及中转⋯⋯⋯⋯⋯⋯⋯⋯⋯⋯⋯⋯⋯⋯⋯⋯(240)

7第一节六十年代初期以民用煤为主的自拉煤⋯⋯⋯⋯⋯⋯⋯⋯⋯⋯⋯⋯⋯⋯⋯⋯⋯(2401

第三十四章湖北省地方煤矿解放后产运销简介⋯⋯⋯⋯⋯⋯⋯⋯⋯⋯⋯⋯⋯⋯⋯⋯：⋯一(257)
·

第一节 湖北省煤炭工业解放后的发展⋯⋯⋯⋯⋯。⋯⋯⋯⋯⋯⋯⋯⋯⋯⋯⋯⋯⋯⋯⋯(257)

第二节湖北省煤炭资源及“～五”期间产亘⋯⋯⋯⋯⋯⋯⋯⋯⋯⋯⋯⋯⋯⋯⋯⋯⋯⋯(2571

第三节鄂西地区历年煤炭产销及郧阳石煤⋯⋯⋯⋯⋯⋯⋯⋯⋯⋯⋯⋯⋯⋯⋯⋯⋯⋯(259)

第四节 湖北省解放后煤矿建设及小煤窑发展⋯⋯⋯⋯⋯⋯⋯⋯⋯⋯⋯⋯⋯⋯⋯⋯⋯(260)、

第五节六十到七十年代省内煤运输的管理．．．⋯⋯⋯⋯⋯⋯⋯⋯⋯⋯⋯⋯⋯⋯⋯⋯⋯(261)

第六节七十年代省内煤销售困难情况⋯⋯⋯⋯⋯⋯⋯⋯⋯⋯⋯⋯⋯⋯⋯⋯⋯⋯⋯⋯(262)

第七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产量及发展⋯⋯⋯⋯⋯⋯⋯⋯⋯⋯⋯⋯⋯⋯⋯⋯⋯⋯(263)

第八节 在开放搞活新形势下地方煤矿竞争对象⋯⋯⋯⋯⋯⋯⋯⋯⋯⋯⋯⋯⋯⋯⋯⋯(2641

第九节 地方煤矿历年矿价变动及财政补贴⋯⋯⋯⋯⋯⋯⋯⋯⋯⋯⋯⋯⋯⋯⋯⋯⋯⋯(264)

[附表]湖北地方煤矿历年煤炭产量及上调计划完成情况⋯⋯⋯⋯⋯⋯⋯⋯⋯⋯⋯⋯⋯(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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