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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查庄煤矿志》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在有关部门和史志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今天同读者见面了。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往今来，每逢历史发

展到兴盛时期，必然会有一批志书问世。当前全国普遍开展的修志

工作正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体

现。同样，《查庄煤矿志》的问世，表明了本矿煤炭建设事业的兴

旺发达。可以说它是本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概括

和集中反映。

查庄煤矿从矿井投产至今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二十五年，作

为一个中型企业是比较年轻的，似乎没有多少值得回顾和记载的东

西。然而，这二十五年对查庄煤矿来说却非同一般。它诞生于动乱

年代，发展于非常时期，在它投产不到十年的时候，就异乎寻常地

突破了年产百万吨大关，创出了翻番水平，并且从此开始挑起了这

副超过自身负载能力一倍的重担，直到现在从未歇肩。这对于查庄

煤矿来说无疑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和严峻的考验。然而，实践证明，

查庄煤矿不愧是一个铁打的硬汉。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不是畏缩不

前，而是迎难雨上，以敢打硬拼的顽强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夺取了一个个胜利，与此同时，也锻炼和

造就了一批批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

回顾二十五年的历史，查庄煤矿走过了一条从弱到强，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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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洋”的曲折道路。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全矿数千名职工，数

百名干部和近万名家属，师生的心血和汗水。其中，既有胜利后的

喜悦，又有挫折时的焦虑；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所

有这一切，能够全面地、系统地汇集起来，整理成书，不仅有十分

重要的“存史”与“资政”价值，而且对于启迪后人，教育青年一

代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特烈是处于改革开放的今天，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金光大道，矿井改扩建工程规划

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展望未来，令人鼓舞。在这种大好形势

下，我们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不断地借鉴历史，才

能避免少走弯路，从而把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好a由此可见，编纂

《查庄煤矿志》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这里。

由于是众手成志，编辑水平不尽一致，。加上资料来自四面八

方，有的资料时隔较长，所以或错或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给以

批评指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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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文中

所涉及政治事件、政治称谓、用语及有关政治问题的表述部-6"分均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其他记述亦一

律秉笔直书。

二、本志是本矿综合性资料著述，以生产建设、企业管理为主

体，全面反映建矿以来各个方面的历史面貌。其基础资料大茚来源

于各业务部门和档案室，少量来自口碑。

三、本志所采用体例以志(各门类记述)为主，辅以概述、大

事记、图表和附录等五种体例。按照志书必备体例，应设“人物

传”，但因矿井历史较短，未给人物立传。

四、本志篇目设计总体上采用编、章、节、目四级结构，个别

章节不便详述者，目以下亦有子目和细子目出现。全志共分1 2编，

含42章155节306目，共计68万字。

五、本志在内容的布局上掌握“纵不断线、横不缺顶”的原

则。即指矿井在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延续上，中间无大的跳跃，在发

展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个门类都有记载，但因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不同，在记述上有详略粗细之分。为体现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本

志在各部分内容的排列上采取先经济后政治，先生产后管理，先管

理后福利生活和其他的顺序进行记述，将不便归类而又有记载价值

的内容统一编入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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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文体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书面用语，即语体文。记述上

力求精练准确，通俗流畅，有较好的可读性。

七、本志所涉及人物的称谓一律直书其姓名，交待身份、职

务，不加称呼，不作褒贬，对有一定贡献或影响的在世人物，根据

“生不立传"的原则，只在荣誉篇、大事记或有关章节中予以记述。

八、本志所出现的有关价格的经济数字均以当时不变价格计

算。

九、本志所述人身事故中只对三人以上死亡事故和二人以上恶

性事故详述，其他事故只作统计。

十、本志时间断限，总体上起于井田勘探，止于1990年底。但

对个别事件或事项为保持其连续性或完整性，下限时间作了适当延

长，有的写到搁笔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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