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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庄煤矿志》编纂委员会



切关怀

(1983—198 r7r)



《兴隆庄煤矿志》今天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矿的一

件大喜事，值得庆贺，我很高兴为它作序。 j

《兴隆庄煤矿志》的编纂工作歹是根据党中央指示精

神，在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和兖州矿务局统一领导下进

行的。矿于1986年4月15日成立《兴隆庄煤矿志》编纂委

员会，设立史志办公室，志书编纂工作正式列入矿工作日

程。．于1989年9月底志书基本定稿，以此向国庆四十周年

献礼o ：

《兴隆庄煤矿志》全面记述了兴隆庄现代化矿井在鲁西

南大地的孔孟之乡崛起的历史全过程多全面记述了兴隆庄

矿井在振兴中国煤炭事业，赢得国际荣誉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面记述了我们兴隆庄人的性格和创业精神。兴隆庄矿的

全体干部和职工，在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踏上了自己的



十分需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和

编纂《兴隆庄煤矿志》是历史的嘱托，时代的
● ● ，

h● +-

庄煤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兄弟单位

看法。的确是这样占矿井储量丰富，主采煤层

件好；对建设大型现代化矿井十分有利。矿井

国家“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投资从

计引进八十年代初世界先进技术装备，科技进

步。矿选煤厂，是我国第一座从美国引进的大型现代化钢

结构选煤厂，工艺先进，自动化程度高，劳动效率高，生产

管理集中化。上级领导把兴隆庄矿井和选煤厂交给我们管

理，我们既感到骄傲，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刀。当我们把困难的山峰

一个个踩在脚下的时候，回首往事，豪情满怀。当初，黑

山矿干部职工走出古老多山的淄博矿区，来到鲁南平原，

首先碰到的是生活关；用习惯于打眼放炮的双手去操纵现

代化综合机械时，我们又必须克服技术关；矿井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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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后，我们决心提前一年达产，需要紧紧把握住安全生产关；

在煤炭部建设现代化矿井时，我们要跻身先进行列，摆在

我们面前的是时间关。现在，这些关口我们都闯过来了，

团难被我们征服了。在前进的征途上，八千多干部职工“团

结拚搏、科学求实、争创一流矽，这就是我们兴隆庄人的性

格，这就是我们兴隆庄人的创业精神。在深化企业改革、实

行集团承包的今天，尤其需要这种性格，需要这种精神，编

写《兴隆庄煤矿志》，就是把这种精神传下去的好方式。

《兴隆庄煤矿志》的编辑出版，是我矿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我矿文化建设的第一项大工程。我们

要充分发挥《兴隆庄煤矿志》的“资政、存史，教育"作

用。要求全矿干部职工都要读一读《兴隆庄煤矿志》，它

对干部了解兴隆庄煤矿历史，掌握全面情况很有补益；它

对职工“爱矿山，做主人矽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大有好处；

同时，它也是新工人培训的重要教材之一。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继现代化矿井建成之

后，我矿又实现“质量标准化矿井"，还被晋升为"1988



国家二级企业矽。这方面的内容现在还没

以预言，《兴隆庄煤矿志》的续版内容将

将更加光彩照人。 一

●

个人名义向关心、支持、帮助，参加《兴

纂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束。为保持事件的完整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个别地方记述时间下延

到1988年。志书时间总跨度为32年。

3．本志体例以记事本末体为主，辅以编年体。采用述、悬，

记、传、图、表、录、照片等形式。图表分列于各篇之中。

4．本志结构层次分为篇、章、节、目四级。目为最低级，从

节，节从章，章从篇，篇盖章、节、目。根据实际需要，章下也可

不设节，节下也可不设目。篇章节目用“一、二、三⋯⋯，，标出。

5．本志以煤炭生产为主线进行记述，对矿属各基层单位一律按

照因事相系的原则来处理，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单独记述。

6．本志人物称谓，除特殊需要外，一般直呼姓名，不加称谓。

、 7．本志人物记述一律按因事系人的原则处理。人物是非功过，

记述于事实之中，不加评论。 ．

8．本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以米、平方米，立方米，



中，一般不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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