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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经过三年的紧张编纂，《土城煤矿志》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是

土城矿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土城煤矿志》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土城煤矿自然环境与

建设、生产历史与现状及矿区社会与人文的资料性文献。通过追

寻矿区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客观地将其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

以帮助全矿干部职工正确认识我矿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借鉴历

史经验，做出正确决策，是一件功在当代、泽及子孙的事业o

‘土城煤矿原设计年产原煤120万吨，始建于1966年2月。煤

炭工业部六十四、六十六、七十八、九十四工程处，煤炭工业基

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四十一支队四。三大队、四。六大队，云南煤

矿基本建设局一处、盘江矿务局建安处8个施工单位，参加了土

城矿井建设，1984年12月移交生产。其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

命"、国民经济调整等特殊历史原因的影响，经历了18年“四上

三下"的建设历程。

土城煤矿1985年投产后，于1991年超7．2989万吨达到120

万吨的设计年生产能力。

为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自1993年12月起，土城

煤矿开始进行矿井改扩建，改扩建后的设计年产能力为240万吨。

至2005年，矿井实际生产能力已达260多万吨，是贵州盘江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骨干矿井。

土城矿井从设计建设开始，就定位在高产高效现代化矿井的

标准上。特别是1991年在焦炭沟15采区1536采面使用综采获得

成功，标志着土城煤矿已经向着高产高效现代化矿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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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城壤矿盂 ※ 序 言

党的十四大以来，土城煤矿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创建文明煤矿为目标，把深化改革与

加快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安全生产为重点，立

足于矿井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团结带领全矿干部职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抢抓机遇，与时俱进，把职工群众的积极

性、创造性凝聚到加快土城矿的发展上来。本着把土城煤矿做大

做强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实施“科教兴矿"、“人才

强矿"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跨越式发展的思路，进一步

加大矿井调整和技术改造力度，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逐年跃上新

台阶，实现了矿井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了“两个文明”的全面进

步。

在思想政治领域，全矿上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

局，理清了加快建设高产高效现代化矿井的基本思路，较好地坚

持了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安全生产和经

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政治优势；深

化民主管理工作，较好地坚持和发展了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推行了矿厂、区科、班组三级公开制度。

促进了民主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充分利用节假日和班前班后等

业余时间，广泛开展了一系列职工和家属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体

娱乐活动，唱响了爱党、爱国、爱矿、爱岗的主旋律，初步形成

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氛围；大力开展了文明区科、文明班

组、文明窗口、文明岗位和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改善了职工的生

活环境，树立了矿区的良好形象。

在经济建设领域，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活动，以质量标准化竞

赛为主线，推进管理工作和经济效益创水平、上台阶；始终把安

全生产放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总体推进"的方针，以狠反“三违”和加强“一通三防”为

重点，充分发挥群监员、青安岗员在安全监督中的积极作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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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艇壤矿乏 ※ 序 言

断完善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安全管理工作机制；狠抓安全规程和

安全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安全事故逐年下降，杜绝了重特大事故

的发生；强化内部管理，形成与经济效益挂钩考核的管理工作机

制，堵塞漏洞，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狠抓煤炭产品提质增收，

通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加强煤质管理工作，提高了煤炭质量，

增加了销售收入；加大矿井扩能改造和巷道管理工作力度，保持

采掘平衡，推行合理集中生产，增强了矿井的发展后劲。

回顾土城煤矿40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我们无不为一代又一

代土城矿人创造的辉煌业绩而倍感骄傲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

更加为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深感任重而道远。

我们要认清形势，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进一步增

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

观，抓住重点，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快矿井调整和技术改

造力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采掘机械化程度，促进效率、效益

的不断提高，坚持走科技含量高、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好、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把尊重

职工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结合起来，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切实把加快矿井发

展的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为开创土城矿各项事业的新局面而
努力奋斗1

200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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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壤壤矿盖 ※ 瓦 恻

凡 例

一、《土城煤矿志》为记载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城煤
矿的志书。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准确、系统、

全面地记述土城矿区自然环境与建设、生产历史与现状，为《盘

江煤矿志》提供基础资料，为矿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自1966年土城矿井开发(大事记追

述至1962年矿井勘探)，下限至2005年12月31日。
四、本志体裁：有记、志、传、述、图、表、录7种。图表

穿插于有关章节；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或运用记事本末体，纵
向记述土城矿井开发建设、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的大事、要事和

新事。

五、本志结构：除序言、概述、大事记、编纂始末外，还有

矿区概况篇、’建设篇、生产篇、矿井改扩建和扩能改造篇、基层

生产单位篇、管理篇、教育卫生与后勤篇、中国共产党l乙城矿委

员会篇、群众工作篇、人物篇，共10篇、67章，章下分节、目等
结构层次。

六、本志文体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使用规范的

简化字；数字和标点符号，均按国家标准注录；为便于阅读，计

量单位多采用中文表述。

七、本志时间一般精确至月o

八、入志的各种数据，均以各部门统计上报的报袁数为准。

九、志中的局、矿务局均指盘江矿务局；公司、集团公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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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嬲熄矿志 ※ 咒 僦

指盘江煤电(集团)公司。矿、土城矿均指土城煤矿。将采区作

为地理位置交代时，称蒙家11采区、垭口12采区、垭口21采区、

半坡13采区、洒基14采区、焦炭沟15采区或蒙家采区、垭口采

区、半坡采区、洒基采区、焦炭沟采区；与此相对应，将采区作

为行政单位交代时，称采煤一区、采煤二区、半坡采区、采煤三

区、采煤四区。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报刊、图书、《盘江煤矿

志》(1965～1985)，以及调查采访，等等，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和作者；对于引用资料，在根据本志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时，一
般不加以说明。

十一、各个时期的政权和职务，依照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

涉及干部任职时，除兼任职务外，一般只写党政工正职和主持全

面工作的副职，纪委、工会写至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机构变动

和领导人的任期，一般以行文日期为准，对于个别特殊情况，酌

情加以说明；鉴于1989年前的机构设置和干部任职文件不全，资

料主要通过调查采访获得，因而，在时间、机构名称和干部任职

方面均不尽准确，有的甚至可能出现遗漏；除引用的原文外，人

物均直书其姓名，不加褒贬称谓；名录排名不分先后，除劳动模

范外，一般不注明女性性别。

十二、洒基地名、土城矿名等由来，均属个人考证，不作定

论，仅供参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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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墒壤矿志 ※ 日 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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