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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焦作煤矿志》，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在省、市地方志编委会的关怀、支持

下，在上级领导、有关老同志、兄弟单位及史志工作者的积极协助

下，经编志人员的艰苦努力，现已完成编纂任务，即将付梓出版，

实为一大喜事。

焦作矿区，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无烟煤基地之一。它以历

史悠久、煤田广阔、资源丰富，煤质优良而闻名中外。煤田的开

发，经历了从隋唐到明清、中华民国、英日侵略者攫夺侵占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历史时期。生产经营，从

自然经济和手工工场的民间小煤窑，逐步发展为现代的煤炭工业
企业。

焦作煤矿自1898年(光绪24年)英商福公司掠取矿权后，从

1902年建井算起，迄今近90个春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

国，焦作煤矿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侵吞和

盘剥，这块搿日进斗金”的宝地，成为中外资本家和地主、军

阀、豪绅，政客竞相争夺财富的市场。资本家、包工、把头残酷裁

削，军警，汉奸、宪兵、特务横行霸道，矿工受尽欺凌和侮辱，过

着牛马不如的人间地狱生活，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8年10月，焦作第二次获得解放，焦作煤矿从此进入了历

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职工怀着对党的

无限深情，以主人翁艰苦创业精神，在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上，迅速

恢复生产，重建矿山，使煤炭生产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出现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54年至1983年，先后恢复和新建竖井六对、

斜井四对，新增设计生产能力390万吨，使全局设计生产能力达蓟

522万吨，比建国初期提高4倍。年产量由1949年的59万吨，上升

到500多万吨，最高达691万吨。虽然有部分矿井报废，但1985年，



产量仍保持450万吨。建国后至1985年，累计生产煤炭1．41亿吨，

为建国前43年累计产量的5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

秩序进一步走向正规，在努力克服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不断挖

掘企业内部潜力，大力发展综合利用、多种经营，企业逐步由单

一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生产、建设、多种经营、安全等方面都

取得了好的成就，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年年有较大改善，全局出现

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o

：回顾焦作煤矿近90年历史，建国前的半个世纪，是焦作煤矿

工人的血泪史、斗争史；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锐意改革、

开拓前进的发展史。这数十年，毕竟是短暂的，但却经历过时代变

迁，生产起伏、经营兴衰等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曲折的道路上，有

成功和失败，有顺利和挫折，也有经验和教训，都应认真汲取。这

不仅有益于当今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历史留给
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o

．《焦作煤矿志》在编纂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全

面地、翔实地记述了焦作煤矿的历史和现状，是施政，教育、备查

的重要史料，为明察局情、矿情，决策、施政提供了历史依据。志

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向广大职工和家

属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启迪今

人和后人，认识、热爱、建设焦作煤矿，将起到重要作用。

编纂《焦作煤矿志》，历时六年。在志书即将出版问世之

际，对做出显著成绩的编志工作人员，表示祝贺，并向关怀，指

导、支持、协助志书编纂的领导与单位、兄弟局矿以及有关部门

和个人，表示诚挚地感谢。

焦作矿务局局长 ．弘臼切
一九八九年八月



凡 ，例

’一，《焦作煤矿志》是焦作煤矿第一部心=Er书。编纂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尽想，。!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贝0，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奏善于建

囱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以r口碑资料为佐证，客

观的，全面的、翔实的记述焦作煤矿近九十年的历史和现状，，为发展生产、‘建设提供历

史借鉴： ．

‘二、断限：志书上限多从1898年开始，个别条目上溯较远年代，下限止于1985年0

．．‘三、志书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系统地反映了建国前后焦作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

钧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罢i斗争史实，重点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产，建设、‘政治。科技等巨大成就i
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映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四、结构：采用多篇多章形式。全志共十三编，四十六章，还有概述与附录，约一

百万字，．三大部分组成。1．总纲部分：．．包括序言、．凡例、目‘录、地理位置图、历史和现

要照片、概述和大事记，2．专志部分：主要是各类专业，是志书的主体，3．附录。．，．
．， 志书采用横排竖写，横为并列关系，纵为从属关系。志中有史，‘经纬结合。层次为

编：章、节、目’，梯级排列，以事命题，。简明扼要。编开专页，章，节居中，‘同留空距，，．

目随正文，单立标题。序号以一、1、(1)次第为序，不超三级。
‘

五，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五种形式。以《概述》开篇，《附录》殿

后，志为主体，重在记述，按事分类，以类记事。不评论，不褒贬，不虚构，不夸张。

注重史实，图表联合运用，间插照片，文图并茂，浑然一体。

六，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一律横书，标点断旬。语言尽可能准确、简洁、

通俗。文风力求严谨、朴实、鲜明。
七，记述历史朝代，政府机构、官职等，仍用当时的称谓，府正称，不加政治性贬

语。

八，志书中涉及的人名，除行文依原样外，一律直呼其名，不加褒贬词语，不用

。同志"，“先生，，、“首长一、“局长劳等。对建国前的历史人物，必要时冠以职

衙。人的字、号，别名，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说明。

九，志书记述，采用第三人称书写，不写“我局"，“该局黟。机关、工厂、组织

机构、书名、年代等，一律用全称。如全称过长，第一次书写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

以后所用的简称。

十，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政府机构、报刊等的译名，都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

为准。第一次出现时，须在括号内加注外文原名，外文字母采用印刷体。

十一、历史上曾用的地名、县名、街道名，仍甩原名书写。如原名已经变更，在括

号内注解现在改变的地名，县名和街道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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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志书中记述的“建国前’，，“建国后力，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为
限。

十三，纪年l凡朝代、世纪和清代以前的纪年，均用汉字表示，并在后面括号内船
注公历年，月，日、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纪年，均用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四，数字。包括正负整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对于习

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和成语中的数字，叙述性语言．中名词性的数字以及专门名称，坷

使用汉字表示。如“正月十五一、“三中全会"，“十月革命，，、“七五计划”，。三

令五申纾等。引用文献资料中的数字，仍保原貌。年岁和非绝对数，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如65岁，200多人等。

十五、计量单位，符号，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的规定为准，文字中的单位用汉字表示。如“米万、“平方米，，、“公里一，

“千瓦"，矗三斤五两黟等。在公式或图表中，用法定单位符号表示。如“M黟(米)，

“CM一<厘米)，“Kg’’(公斤)，“％黟(百分)等，表格中的计量单位用汉字表

示。如“吨疗，搿公斤一，搿马力黟、“万元’’等。温度一律用摄氏制“℃矽表示，表

格统一编写序号。如3—2—5，即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表。

十六、引文t照录原句，加用引号。原文未断句的由编者标点断句。在原句后面插

号内注释引用的报刊，资料、卷次、页数。不用“脚注黟。

十七、志书中记述历史和现在的人物，因资料所限，不尽全面，未收集到的资料，

从略。人物分传略、简介和名录三类。

十八、有些宝贵历史资料，志书未能尽用，摘其精萃，纳入《附录》，借作全书之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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