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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铅都逢辰，盛世修史。在隆重庆祝水口山建矿110周年之际，《水

口山志(1996～2005)》现已付梓成书，这是水口山企业文化建设上的一

件盛事，可喜可贺，意义深远。

千百年来，水口山人以仁德、智慧和自强不息的禀性，奋斗在这片

神奇的热土上，创造了悠久灿烂的铅锌文明，奠定了泽被千秋的鸿基伟

业，铸就了中国有色工业的传世经典和水口山的盛世辉煌。

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掀起了水口山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与

时俱进的水口山人，以出山入海的豪情，迅速汇入有色行业全球化、多

元化、集团化发展的时代洪流。

砥砺商海，十年一剑。1996年至2005年，是跨世纪的十年，是水

口山走出低谷，摆脱困境的十年，也是水口山抓住机遇，调整结构，转换

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十年。十年来，水口山人殚精竭虑，新建、扩建

和改建了一大批技改项目，取得了由小规模粗放生产向大规模集约经

营的重大突破，特别是铅冶炼烟气治理工程的建成投产，实业投资公司

的组建，将水口山初步构筑起循环经济体系，驶上了可持续发展的宽广

航道。十年来，企业完成了由工厂制到公司制的体制变革，“水口山矿

务局"已成为历史，“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已重组成型。十年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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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改善员工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和谐矿区建设成

就斐然⋯⋯目前水口山这支联合舰队正以其勃勃生机和活力，在中国

乃至世界有色金属之林中，不断展现其青春的风采。

观古今，纪兴衰，悟得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水口山，山水钟灵，

仁人万众。溯其渊源，历史有情；策励后世，碑文有字。《水口山志

(1996～2005)》是《水口山铅锌志(1896～1980)》、《水口山矿务局志

(1 981～1995)》的续卷，编者们秉实事求是之旨，融述、记、录为一炉，集

文、表、图于一体，翔实记录了世纪之交的十年间，水口山在生产建设、

经营管理、改革改制、教育卫生、生活后勤、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等

方面的发展变迁，以颂前贤之风范，弘人文之精要，建和谐之铅都，图基

业之长青⋯⋯它是一·部浓缩的水口山发展史，也是一幅经典的中国有

色工业缩影，更是伟大时代锤炼出的精品力作。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水口山

志》就是历史明镜，可以使我们正确了解过去，清醒认识现在，准确把握

未来。

开启中国铅锌工业先河，穿越三个世纪风云变幻，走过了110年风

雨历程的水口山，依然基业长青，生机勃发。既令后人自豪与敬仰，更

给来者以启迪与借鉴。水口山的兴盛，在于敏锐而有效地实施资源控

制战略；水口山的崛起，在于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的成就卓著；水口山

的活力，在于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不断延伸产业链；水口山的卓越，在于

以科学的管理、开放的胸襟，有效地推进企业规范化、多元化经营管理

战略；水口山的长青，还在于悠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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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山的辉煌，更源自水口山人对民富国强的矢志追求。拓荒英

模，头顶烈日，力求奉献而无怨无悔；创业干才，身披寒霜，不畏劳苦而

有作有为。他们，是水口山的脊梁，是百年铅都永远的丰碑。

一卷历史，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千秋伟业，靠矢志不渝的

追求和脚踏实地的创造。水口山的发展理念与文化精髓，已深深熔铸

在企业的生命力、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之中。这正是修志的存史、

资政、教育意义之所在。

回眸万众共同创业的坎坷历程，体味十栽追求卓越的艰辛岁月，我

辈充满欣慰；总结昨天、正视今天、展望明天，我们备感责任重大。

以优秀的文化凝聚人心，以不断的超越壮大企业，以诚信的姿态追

求共赢，以卓越的成就回报社会，是我们的制胜之道和使命追求。今天

的水口山，正大步行进在实现人文之都、科技之都、和谐之都的美好征

途上。

传承千年文脉，汇聚百年风云，搏击时代洪流。二十一世纪的水口

山人，正致力于建设一流有色金属集团，打造世界铅锌之都。我们坚

信，在可预期的将来，一座综合实力强、生产效率高、运行机制优、生活

环境美的百亿有色金属集团，必将傲然屹立于世界有色金属工业之林。

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振国

二oo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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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专业篇、大事记、

附录等四部分组成。其中专业篇共十

一篇，按篇、章、节、目(一．一(一)斗1啼

(1))编写。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

表、录诸体，以志为主，采用语体文记

述。

二．、本志上限为1996年，下限为

2005年，因某种原因未予记录的事实，

适当突破上限。个别事项因考虑其完

整性而适当突破下限，延至2006年10

月脱稿时止。

三．编入本志的单位名称，有的从

其简称，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简称为“有色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总公司长沙公司”简称为“有色长

沙公司一。有的略去了前冠衔，如“水口

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厂(矿)、

则只写××厂(矿)或单位。有的为了

同其它名称相区别则加了前冠衔。如

“水口山矿务局铅锌矿”有时则写为“水

口山铅锌矿”。

四．考虑到企业通过改制．经历了

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和集团有限公司

三个历史阶段，本志书关于企业的称谓

遵循以下原则：

(一)记述企业改制前的历史时，用

“局”或“水口山"。

(--)记述企业改制后的历史时，用

“公司”集团公司"或“水口山"。

(--)记述内容不涉及特定的历史

时段，视具体情况和语境，用“公司”、

“集团公司”或“水口山”。单位、部门和

领导人的称谓比照同样原则。

五．本志书行文以新闻出版署、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2年7月7

日颁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颁

布的《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本志书一律采用法定计

量单位名称。

六．本志史料和各项数据，来自公

司档案室、统计室、《水口山报》、有关文

件以及各单位、部门提供的资料．均经

考证核实，志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朱锗基总理接见刘振国董事长

水口山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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