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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l、《江西厂矿志》主要是反映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展示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目的在于汇集资料。沟通信息，扩大社会效益，更好地促进全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

2，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一为矿业，二为工厂．三为公司．矿业和工厂是主体内容，

为矿业和工厂直接服务的公司也是重要内容，其中少数公司与矿业和工厂联系不很紧密，

按照本书体倒不宜收入，但由于有关单位积极要求，热情撰稿，同时这些公司与厂矿也存

在一种间接联系，因此作了少量选人．

3，本书收入的162家厂矿企业，从规模来看，既有大型企业，也有中小型企业；从

创办时间来看，既有历史悠久的厂矿，也有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新企业；从所有制性质来’

看。既有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个体所有制企业，正好用生动丰富

的材料，多角度地反映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生产的现状、水平和特点．

4、书内各文一般按照发展概况、职工队伍、生产经营、思想政治工作、现任厂长简

．介5个方面编写． 1

-5、《江西厂矿志》，顾名思义应将全省厂矿基本记述，即便不能做到100％，也要达

到90％以上，方能名实相符．这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逐步

实现．要在短期内完成，尚不现实。为此，先编辑了第l辑．尽管人志厂矿比例还不够

大．但也大体展示了垒省工业生产的粗略面貌．待条件不断成熟时再陆续编出以后各辑．

6、本书的编辑步骤为：先由本书编辑部成员赖功赣，颜小忠、伍常安、章广发4人

分别对来稿进行编辑加工，每人承担40篇加工任务；再由刘柏修同志全面统稿，最后由

朱祥清同志审阅定稿．虽然经过几道工序，但由于来稿质量差距较大。又加上时间紧迫．

难免存在疏漏之处．
一

7、《江西厂矿志》的编成，有赖于各编委和有关厂家的大力支持与通力合作，特致谢

忱．．

8、编辑《江西厂矿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缺乏借鉴和经验，加之我们对厂矿了解

不多不深，因此在类目的确定、内容的取舍等方面肯定会存在不少缺点和毛病，恳切希望

得到厂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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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务局
、

’”

萍乡矿务局(萍乡煤矿)创办于1898年。1907年建成投产。1908年与汉阳铁厂．大

．冶铁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是当时全国十大矿厂之一。新中国成立

后．经过41年的艰苦奋斗，萍乡矿务局已成为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矿

山．跻身于全国500家大型垒民企业之中，并跨入了江西省先进企业行列．现该局为垒国

统配矿务局，拥有7矿7厂。固定资产原值3．57亿元，净值2．22亿元，主要使用的设备

9858台．全民职工34792人，集体职工9287人．1989年，全局工业总产值2．12亿元。

煤炭销售收入1．68亿元，原煤产量327．57万吨，洗精煤产量42．74万吨，企业亏损

4606．4万元。生产1l级冶炼精煤，无烟精煤，l／3焦煤，贫瘦煤。无烟煤和loo多种工

业产品．
“

· 【发展概况l 建国前。萍乡煤矿开办历史可分4个时期： 。

． 汉冶萍公司时期(1898—1928年)．1890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广．

但开炼已久，燃料未能解决，不能正常生产．1896年，由天津海道盛宣怀招商承办汉阳

铁厂．为解炼铁燃料之急，盛宣怀于1897年6月。委湖北候补知县张赞宸和德国矿师马

克斯，赖伦偕同李寿铨，到萍乡进一步勘查煤矿．确认安源一带煤炭资源丰富。质地优

良，最宜炼焦；‘且又是建矿理想之地。于是，盛宣怀利用他兼任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和

通商银行等官督商办企业之职权，抽调资本200万两银作为商股，以其中loo万两投入开

办萍乡煤矿；’，：1898年3月22日．萍乡煤矿总局正式宣布成立．以后，盛宣怀又分别向德

国上海礼和银行和日本大仓组借款400万马克和230万日元，并聘请德国人为矿师，机械
‘

师，会计，总管等，大举开办萍乡煤矿。并于1907年建成投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西法

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之一。1908年，。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

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1914年以后。萍乡煤矿进入兴旺时期。1915．“．1917
”

年3年。平均年产达94万吨。工人增加到17000多人．到1918年之后。汉冶萍公司便日
· 趋衰退。萍乡煤矿也走下坡路，工人所受的压迫剥削更加深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21年，毛泽东同志来安源考察，以后又派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判安源发动和领导工

人运动，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19'3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13000多工人举

行大罢工，迫使路矿当局答应罢工条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判1928年。兴哇一时的汉

冶萍公司彻底解体．+

江西省建设厅接管时期‘1928""1937年)。1928年1i月，江西省政府以维护社会冶

。 安和萍矿员工生活为名，接管了萍乡煤矿。委派何熙曾为督管萍乡煤矿专员，并拨款当方

元为周转金。以扶植萍矿。同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萍乡煤矿管理处．、在9年的接管中。

、

· l ·



走马灯式的8易专员，一直挽救不了萍乡煤矿衰退的危局，年产量曾跌落到12．79万吨，

矿上生产和工人生活都难以维持．在这期间，工人先后在1933年和1937年，举行过两次

罢工斗争．
’

资源委员会与省建设厅合办时期(1937--‘1939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东北、华北主要产煤地被日军侵占，军工和铁路运输急需煤炭．为适应形势

变化，资源委员会工作重心转移南方，致力于开发湘、赣煤矿；而当时萍乡煤矿每况愈

下，连年亏损，江西省政府无力维持．于是，1938年1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

政府签订合同，由省投资30万元(在旧垫款中支付)，资源委员会投资50万元，并负责

接管整顿．1938年1月26日．资源委员会萍乡煤矿整理局在安源成立，委派王野白为整

理专员，开始进行各项整理。1939年3月，日军侵陷南昌，国民党政府以。萍乡煤矿向为

倭寇所垂涎”为由，多次密电萍乡煤矿。从速准备迁移破坏”：4月7日，全矿奉令停工。

在国民党第九战区高级参谋赵铁公等军政要员督办下，历时50天，萍乡煤矿设备全部拆

光，发往广西柳州、桂林和贵州独山等地，其拆迁设备有价可估的达89万多元；同时，

垒矿3200多固定工除留下300人外，全被遣散．惨淡经营40载的萍乡煤矿成了一片废

墟．
’

资源委员会接收时期(1946～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资源委员

会再度派王野白到萍乡接收萍乡煤矿整理局和高坑煤矿局，重建矿山。1946年1月，赣

西煤矿局成立，先着手进行高坑矿的恢复和建设，其建设工程由美国皮尔斯工程公司设计

和承办．从1946年12月至1948年．先后进行高坑l号井的开凿延深，建成了泉江自备

电厂和泉江与高坑铁路专用线，产销情况也有好转。1948年6月，王野白奉命调离，改

由阜新煤矿总经理郭象豫接任赣西煤矿总经理．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的决战阶

段，蒋介石政府朝不保夕，社会物价飞涨，‘赣西煤矿工人生活痛苦不堪．矿局又经常拖欠

工饷，更引起工人强烈不满，自1948年7月至1949年4月，先后发生5次罢工。1949

年5月，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拨出黄金660市两，银元32000元，救济萍矿，。维持员

工生活，以等待解放，，完整移交。．1949年5月初，中共萍乡矿区工作委员会成立．矿局

职工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反遣散、反拆迁、反破坏，保护矿山，迎接解放的斗

争，并在矿局配合支持下：使矿山、电厂未遭破坏。

1949年7月26日，萍乡解放，矿山回到人民韵手中．从此，萍乡煤矿结束了半个世

纪的苦难衰败的历史，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1950年3月，萍乡矿务局成立。经过3年

的恢复后，便迈开了恢宏的发展步伐。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这5年，萍乡矿务局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达

5161．31万元，其中用于矿井建设的为2994．58万元．完成了高坑矿立井的续建，使生产

能力达到年产60万吨；初步改建了王家源矿l号、2号井；新建了设计能力为年产15万

吨的青山。五一”平峒和青山、安源的暗立井；开拓了安源上煤组，排水修复了安源八方井

和总平港。同时，还兴建了年处理能力为60万吨的高坑洗煤厂，年产4万架的青山水泥

支架厂，泉江电厂也由装机容量4000千瓦扩建为9000千瓦；修建了安源至萍乡、青山至

萍乡两条铁路专用线；并建设了11．4万平方米面积的职工住宅及电影院、俱乐部，疗养
●

· 2 。



所等职工文化福利设施。

．i 。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5年)。1957年后，萍乡矿务局又马不停蹄地开展大规模
t 的基本建设．先后完成了王家源3号井扫边槽的开拓，进行了将设计能力为15万吨递增

到45万吨的青山。五一”平峒的扩建，建成了年产45万吨的安源暗井以及年产lO万吨水

口斜井，并投入生产；开发了巨源矿区。新建了杉坡里、冬瓜槽、花冲3对小井，形成了

2l万吨生产能力，、还修建了巨源至峡山口铁路专用线；进行了杉坡里，花冲、冬瓜槽3

并的贯通和高坑井与王家源井的贯通的调整工程。同时，在中央机修厂移交地方后，又新

建另一中央机修厂：扩建了高坑洗煤厂和青山水泥支架厂水泥车间以及职工医院。这5

年，萍乡矿务局基本建设投资完成6252．92万元，比。二五”期间增长7．7％；。矿区矿井生

产能力由。·五”期间的150万吨，提高到245吨。增长70％．一_ ．⋯ · 一”·

。文革”10年(1966～1976年)。这10年，萍乡矿务局的基本建设受到“左”的干扰破

坏．’在上栗地区地质资料不清，储量不可靠的情况下，大搞“四边”(边设计、‘边勘探、边

建井、边生产)的煤炭开发会战，相继建设了黄冲、高山、焦源，大岭4对矿井，耗资

．1577．74万元，结果建井不到两年就因储量贫乏，u形不成矿区生产能力而草草收场，造成

巨大的浪费。在10年中，．基建完成投资3249．76万元，比。二五”计划期间减少92％。但

其中所兴建的661厂(火工厂)、安源钢铁厂、汽车修配厂、矿灯厂等工厂，为萍矿多种

经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 ～．．
‘．， ．：·⋯，，

～粉碎。四人帮”后的13年(1977～1989年)。粉碎“四人帮”后，萍乡矿务局基本建设

出现了新局面。从1977年至1989年，是全局开展老矿挖潜的基本建设成绩最突出的13

年，共完成投资2．3l多亿元，比前27年投资的总和增长23％，相当于。文革”10年投资

的6．8倍．在这13年中，先集中力量拿下了总长为1405米的高坑矿皮带斜井的扩建工

程，共完成投资809．26万元，尔后又进行了矿井的水平延深；还兴建了巨源立井，进行

青山矿通风系统的改造和水平的延深；并投资2114．87万元，改造和扩建青山水泥厂，，使

’之成为年产15万吨的中型水泥厂。更令人瞩目的是，两座新矿井和两座自备矸石电厂从

矿山拔地而起：实行包建的年产30万吨杨桥矿’_经过3年多建设，完成投资4592．78万

元，于1985年6月竣工投产；设计能力为45万吨的白源矿自1983年动工基建至今已开

始试生产，至1989年，完成投资6750万元：1983年投产的高坑煤矸石发电厂，现已具

有装机容量1．8万千瓦的生产规模，共完成投资1926．95万元；1987年9月开始筹建的安

源矸石电厂，现已完成主厂房的建设，正在进行安装工程。同时，成片地建设了·大批职

，、-I"住宅楼，13年竣工的面积相当于前27年所建面积的84％。 j， 。 ．．

：从1950年至1989年的40年一萍乡矿务局基建投资完成3．926亿多元． 、!”．j，．

一，， 【职工队伍】 萍矿的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情况见如下4表。。 ．*’

l

几个年份全民职T变化一览
。

‘7

年份 1950 19s7‘ 1958 1965 197l 1976 1985 1987 1989

职工敛 4642 12870 21496 15344- 21348 30124。 3359l 35153 347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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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全民职工文化构成情况一览 ，

文化程度 +大专 中专 中技，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

人 数 ’1251 1968． 1177 6006 18044 5834 512 。

占总数％ 3．6％ 5．65％ 3．38％ 17．24％ 51．86％ 16．77％ 1．47％

，
●● 。

‘·、1989年全民liR'r年m构成情况一览。

年龄区间 16岁至19岁 20岁至29岁 30岁至39岁 40岁至49岁 50岁至59岁 60岁以上

人 数 2095 12112 1270I 6038 1833 12

占总数％。 6．02％ 34．81％ 36．5％ 17．5％ 5．27％ 0．034％

1989年全民职工性别职业构成情况一览

' 生产非
性别构成 职 业 构 成 。1-

项
生产构成

●

： 用工构成 技术构成
生产 非 生产 学 工程 管理 服务 其他

目 男 女 生产
固定 合同制

技术
高级 工程 助理 技术 助理

人员 人员 工人 徒 人员 人员 人员 人员
工人 工人 工程师 师 工程师 员 技术员

人数 26778 B014 23243 11549 22139 15362 6777 112 1179 lll 204 491 373 2465 6205 2692

比例
76．9 23 66．8 33．2 63．63 0．3 3．38 7．08 17．83 7．74

(％)

为了不断提高职工的素质，局成立了职工教育委员会，并由局劳动人事处、教育处管

理职工教育工作。矿务局每年从职工工资总额中提取1．5％作职教经费，还设立了16所

职工学校和职工大学、技工学校及高等教育函授站等教育机构．从1978年至1989年，有

719名职工，通过职工大学学习毕业，成为煤矿具有大、中专文化的专业人才。1985--

1989年，．有861名职工参加电大、函大学习，其中605人获大专证书，256人获中专证

书；还有lO人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矿务局每年都要举办职工培训班，进

行技术和安全培训及企业管理培训，仅1988、1989两年培训人数达37081人次，平均每

人培训了一次以上． --’ 6· ；。 ：

矿务局设有劳动医务鉴定委员会，由工会和劳动人事、医疗卫生部门负责日常劳动保

险工作，并按规定支付职工的病，伤、产假工资和离退休金、退职生活费、医疗卫生费、

困难补助费、丧葬抚恤金及其救济金等职工保险福利费用，1989年仅此项费用开支达

2234．55万元。全局还设有7座医院，11个卫生医务室，1个职业病防治所，1个防疫



站．共有床位865张．还有一座职工休养院．建筑面积10290平方米，床位210张．矿务

局每年都要组织职工在本局和赴外地休养j疗养．仅1984年至1989年，在本局休养职工

达8574人次，赴北戴河、庐山、杭州，桂林、泰山等地疗养的职工达2313人次。

。； 随着生产发展，职工收入逐年增加．1989年，全局职工年人均工资达2351元．比

1988年提高28．93％．其中井下工人年均工资2894元；地面工人年均工资1901元．同

时，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也不断发展。现全局有27个职工食堂，建筑面积22675．17平方’’

、：米，可供13680人用膳；还建立了6个班中餐食堂，井下工人每班可享受标准分别为1．2

元和0．8元免费班中餐，仅此费用开支，1989年达324．19万元。全局开办了24座职工澡

堂，建筑面积23162．16平方米；并办起了19所幼儿园、托儿所。建筑面积11066．92平

方米。1950--1989年，共投资3948．9万元，兴建职工住宅面积55万多平方米，现职工家

属住宅人均面积达6平方米以上，职工宿舍人均面积达4平方米以上．r，。-。、。 j

‘、【生产经营】 煤炭生产。萍乡矿务局现有生产矿井为高坑矿、．安源矿，青山矿、

巨源矿，杨桥矿、黄冲矿和白源矿(试产)．全局自1949年至1989年，。共生产原煤1．039 j

亿吨。41年煤炭生产可分为3个阶段． 。， 。，j
～

，。 尊
。。

：j恢复生产阶段(1949--1957年)．1949年8月，萍乡煤矿工人在解放前留下的破烂不

堪的摊子上开始恢复生产．1951年原煤产量达到22．56万吨，比1949年的8．3万吨提高

172％．到1957年产量达玉84万吨．比1952年增长7．1倍．． ． ：

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7年)．。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7，，小井遍地开花，达95对．

’之多；。再加上巨源煤田的开发和主力生产矿井生产能力又有明显的提高以及闹高产。放卫

星，使得原煤产量飞跃上升。1958年产煤跃上294．88万吨，比上年增长59％，1959年

，又猛增到450多万吨，比1957年增长1．4倍，超越矿井生产能力的80％：．3年调整时．，

期，+采取了。关、停、并、，退”措施，调整采掘关系，逐步消除。大跃进。给煤炭生产所带来：：

‘的比例失调，虽然产量逐年下降，，但为煤炭生产稳定、协调和均衡发展创造了条件．。十年 ‘‘

动乱”中，广大职工力排。左”的干扰破坏，在动乱中求发展。原煤产量仍以年平均增长

。4．8％的速度上升。其中1970--1975年，产量均稳定在330万吨左右．
。 。：

’，， 改革前进阶段(1978～1989年)．在这期间，萍乡矿务局对生产经营进行了一系列的．

改革．特别是1984年煤炭工业部对全国统配煤矿实行投入产出包干后，。该局在企业内部

大力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全．

局积极进行老矿挖潜和开发新矿区，使生产能力增加84万吨．因此，自1978年至1988

‘年，煤炭产量并没有因为资源的日趋衰减而锐减，仍均衡稳定向前发展，平均年产为339

、’万吨．改革lO年比。文革。lO年原煤产量增长17．79％一 ’j ．，

‘．

’ 。

，

’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原煤产量明显上升，高坑、安源两矿均 ：

突破100万吨；同时，由于开采历史和矿井的延深，所开采的高灰分煤比重越来越大；而
‘

洗煤厂的生产能力和工艺设备与此不相适应．为此，矿务局于1972--1975年，对高坑洗

煤厂进行扩建改造，洗精煤年处理能力由60万吨增至90万吨；1979年10月～1981年9

月，对安源洗煤厂进行扩建改造，年处理能力由原45万吨提高到120万吨。．ta82-1985

年还建成了青山洗煤厂，其生产工艺为原煤混合入洗，跳汰浮选联合流程，洗水闭路循



， 环，’年处理能力为45万吨．于1985年新建了巨源洗煤厂，设计能力为年处理原煤45万

吨，现尚未投产。1989年，。全局人洗原煤量207．86万吨，人洗率达63．45％：， ’一

多种经营。萍乡矿务局多种经营，是建国后以为煤炭生产和职工生活福利服务作

起点而开步的．全局多种经营由全民经济和大集体经济两大部分组成，形成了电力、钢

铁、机械、化工、轻纺、建筑、建材、食品、林业、’商业服务、劳务等ll大系列，生产

150多种产品．1989年，多种经营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为8965．86万元和7348．49，万

元，；分别占全局全民固定资产原值，净值的30％和40％；工业总产值为j8809．53万元

。(可比价)，占全局全民工业总产值的76．56％；：职工14758人，占全局全民职工42％j

全局现有7座多种经营垒民工厂-一，． ⋯、 ．． ‘．：：． ．，‘

’。

机械厂．具有年产300万吨矿区配套服务规模，并为能源部矿用机械产品定点生产

厂。厂房面积32000平方米，职工1121人，包括7名高级工程师在内的技术人员123

人。设铸造，铆焊、模锻，机加工、金属支柱、钳电大修、模具热处理7个生产车间和安
j 装公司、．计量测试中心，使用的主要大型设备388台，生产金属支柱、各种矿车、震动

筛、翻斗车、提升箕斗，罐笼、刮板运输机、煤岩耙斗机、调度绞车等矿用机械和双锥自

溶式硷拌搅机．火电、水泥生产成套非标准设备。1989年完成制造吨位3 101吨，铸钢水

1419吨、金属支柱18023根。“
’

-。 ’

‘。： j

水泥厂。具有年产15万吨水泥设计生产能力的中型水泥厂．厂房面积25009平方

米，职工810人，设有原料、烧成、包装、成品和机电5个车间，使用的主要设备517

台，装备有具有本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四级旋风带分解炉的生产工艺线。1989年产

425号和525号矿渣硅酸盐水泥78509吨，速凝剂843吨。 。一 ．-．。

661厂。为火工生产厂，并成为全国煤炭工业爆破器材重点生产厂．厂房面积18489

平方米，职工814人，使用的主要设备205台，设有4个生产车间，生产84号、85号和
’

爆破线3种产品，1989年产量分别为3印2吨、’528万发和170吨，其中85号产品曾获省

优，爆破线于1988、1989年连获省优．。+ 。

。

客车厂。为全国63家客车生产厂之1_，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和中国客车出口联合

一体成员厂．厂房面积13312平方米，职工987人，设冲压、底盘i骨架、金加工、装饰、

油漆，132车7个车间，使用主要设备247台，生产改装客车、救护车、自动卸载卡车、

双排座轻型车等4个系列18种产品，其中AY650DX大客车、140K救护车获省优，

AY660H豪华大客车获省新产品奖和全国首届乘用车展优秀工艺奖．1989年生产改装车

370辆。 ．g t．·． ‘、，．’
∥． ·

钢铁厂：厂房面积3240平方米，。职工568人，设轧钢、矸石电厂两部分，轧钢使用

的各类轧机等主要设备8l台，电厂正在建设之中。1989年。一主要产品为m12--16毫米直

条圆钢，产量4292吨．1990年2月进行轧机改造，转产舶．5盘圆(线材)； 一’

电焊条厂．‘为全国电焊条行业集团成员厂。厂房面积．13538平方米，职工655人。

1985年引进瑞士奥康林公司电焊条自动生产线，使电焊条生产能力增至l万吨．设有国

产线，引进线，拉丝、橡胶、矿灯5个生产车间，使用的主要设备216台，电焊条产品有

6个系列，28种。银箭牌电焊条两度获全国质量评比第二名和省优产品，j并通过国家船舶



检验局检验认可为船用电焊条。1989年，产电焊条3666吨、矿灯62150盏。．”一 ÷

‘， 高坑矸石电厂．厂房面积11496平方米，装机容量为1．8万千瓦，使用的主要设备

399台，职工625人．该厂就地利用高坑洗煤广废弃的煤矸石，再渗入洗选后的洗渣(劣

质煤)．运用先进的流化床燃烧技术，通过沸腾床燃烧式中温中压锅炉产生蒸气，推动电

机发电。1989年发电量9866万度√’
、

i
7 ．r．一 ．⋯ · ．-!。，，。c

、 此外，该局还建设了坑木林基地。营林面积5万多亩，成材面积2万多亩，木材蓄积 ，

量7万多立方。现已成为中型林场，多次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和全国煤矿营造坑木林先

’’进单位．同时，全局发展了大集体经济。从50年代开始，至今已成为萍矿独立的经济体

系和重要的经济成分，由局多种经营总公司管理，下设4个子公司，有76个商业服务网
’

点，、74个小工厂，1生产9个系列，120多种产品。1989年，工业总产值4835万元，占全

局多种经营总产值的54％；上缴税利205万元；职工，9287人，·占全局多种经营职工：
-1 62％，其来源主要是职工家属及子女． ，．’ 一。。，，

’-．
，j 1∥、!”， 。⋯’

，：产品销售。局设供销处，各厂矿设销售科． ．，j，。j．’ ，：，、i
．，、

∥ 。71

。自1949年12月起，萍矿煤炭外销逐步开展，销量逐年上升。从1953年至1988年，，

主要流向江西、河南j湖南、福建、浙江、广东、安徽、江苏、广西、湖北，上海等ll

。 个省市．自1955年至1988年还有部分煤炭出口．1989年，煤炭销量为276．62万吨，+占’

原煤产量86％，售与江西、’浙江、福建，广州、宁波、湖南6个省市．同时，还出口了
‘

j 24699吨煤炭。这年，全局煤炭销售收入1．68亿元。t．。．’‘：，， ， --√、
’

， 萍矿所产煤炭一直为国家统一分配、统一订价。1984年以后，国家对统配煤矿先后

实行地区差价、超核定能力增产加价；向用户征收维简费、开发基金等政策。因此，按国 ：

家规定，煤炭销售价含出厂价(包括地区差价)、增产加价、维简费、开发基金在内。另 ‘-

外，国家下达统配煤矿的统配销售计划，．现含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导性销售计 一．

+划，其出厂价按煤炭部和国家物价局规定，在以质计价的基础上，每吨煤售价限为加价

．100％．’国家统配计划以外的煤炭，由煤炭企业参予市场调节。1989年，国家下达萍矿指 ，。

令性销售计划为192．5万吨，其中精煤48万吨；实际完成t91．7万吨，其中精煤44．4万

吨；指导性销售计划36万吨，实际完成35．2万吨；计划外销售49．5万吨。“：． ．?： ，‘．

， 一企业管理。萍乡煤矿一直为国家统配煤矿，国家对萍矿实行统配管理．’在萍乡矿

务局企业内部，于50年代初期，曾推行过。一长制’。1954年以后，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一

长负责制。1965年，萍乡矿务局改为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萍乡分公司的建制，生产经营统

L由华东公司集中管理。矿务局由独立的完全经济核算单位转变为内部核算单位．。文革”

初期，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o；-1971年5月局党委恢复，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979年3

月，局革委会撤销，恢复局长任制．1985年后，’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
“

?二

建国后至今，萍乡矿务局基本坚持统二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现内部管理分局、矿

(厂)、区(科，车间)三级管理，其管理的组织形式为：：矿务局设局长主持行政全面工 ，

作，并配备副局长分管采掘、基建：经营、技术等方面工作，并实行总工程师、总经济

师、总会计师负责制：局下设23个直属单位，由行政负责人统一管理本单位行政工作，

并向上级负责；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必要的职能机构，现局设25个职能处室，局属单 一



位设职能科室；在局属各单位分门别类划分区、科、车间，并建立其必要的生产组织，实

施系统管理． 弘
．一

“‘ 1

。’，
．．

、 ：． 。

。

‘【思想政治工作】 1949年8月1日．萍乡军事管制委员会工矿接管部正式接管萍乡

煤矿．‘接管部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按地下党员名单，共接受932人党的组织关系，并对其

进行了初步整顿。9月，中共萍乡矿山总支委员会成立．1951年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批

， 准，成立中央萍乡煤矿委员会。1956年5月～1984年8月，萍乡矿务局先后召开7次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一至七届中共萍乡矿务局委员会．1 。’

，．，

、-现全局有24个基层党委，7个党总支，‘324个党支部，10．17个党小组，7927名党员．局党

委设组织部，并设有组织员办公室：基层党委设组织科；局党委组织部下设组织科和干部科，．‘

负责组织工作。全局共有组织工作干部镐名。组织工作主要抓党的组织建设，进行党员管理和

． 教育，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负责党群干部管理和教育，按其

管理权限，做好干部的考察、推荐、选角和调配工作，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局党委设宣传
“

部，基层党委设宣传科或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宣wr作。全局共有宣传干部33人．宣传工作
．是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四项

基本原则，进行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负责干部的理论学习、统战

’工作和对外新闻报道，并对矿区宣传口进行管理和指导．j j一 一

， ；

工会工作。现局和直属单位均实行了职工代表大会的管理体制；同时设立各级工会组

织．全局除矿区工会外，还有23个基层工会。268个区、科工会支会，1990个工会小

组，工会会员30265人．。工会的宗旨是发挥工会共产主义学校作用，建设。四有”职工队

伍．主要工作是，健全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民主管理；组织职工开展班组竞

赛、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革新推先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抓好群众性的安全监督工作；开

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和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协助行政抓好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做好

女工和职工家属工作。 ．’

‘
-w

，、
，．

共青团工作。全局有团员、青年(18～28岁)19150人，其中团员4990人。团的组

．‘织有，局团委、20个基层团委、233个团支部。共青团工作主要是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思

想建设，当好党的助手；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四有”新人；组织青年开展劳动竞

赛，做好安全工作，带领青年当生产建设的突击队；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文体活动：做好

学校和少先队工作．， ，

一

【现任局长简介】， 陈庆禄，男，1946年生，吉林省洮安县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矿

业学院．1971年后，历任采掘技术员、宣传干事，采掘区党支部副书记．1981年任安源’

矿副矿长，1983年任安源矿矿长，1984年后任萍乡矿务局副局长。1987年；在黄冲矿。

杨桥矿的重大水灾事故中，‘先后提出快速抢救的有效方案，并实地组织实施，以最短的时

间完成了抢救工作，一名被困井下2l天的矿工安全脱险，并防止了与矿相邻的地方部分

·小井再次穿水．因而被评为全省煤矿优秀救护工作者。， 。 。

： 陈庆禄现任萍乡矿务局局长，局党委常委，技术职务为高级工程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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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根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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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县立新煤矿是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设在婺源县西部镇头乡的鸡山西南麓旧龙泉寺

处，东距县城紫阳镇56公里，西距瓷都景德镇市60公里．该矿近几年被评为江西省地方”

煤矿系统多种经营先进单位． √ ，

一．·j ，、‘

。
、．’j一 。

【发展概况】 1959年lO月，婺源县为发展地方工业，根据赣东北地质大队提供的

矿藏资料创办该煤矿，为县属企业．以地处龙泉寺，寺旁有石峰，定名为峰庵煤矿．1963

年下半年调整国民经济时停办。1969年6月，·全县开展钢铁、煤炭大会战，该矿恢复。

并取。破旧立新”之义定名为立新煤矿．1970年，县政府以该矿为基础成立赋春工业区，。

煤矿列为工业区下属的一个主要生产单位．1972年冬赋春工业区撤销，煤矿直属县管

理，至今为县直属企业。 ?：? t 一
”一 ’

1959年建煤矿时，．只有水龙井一对矿井产煤。1969年煤矿恢复时，除继续开采原来

的水龙井外。接收了鄣公山垦殖场在鸡山开采的鸡山矿井，并新开辟蛟岭矿井和龙泉寺矿

井．1972年，水龙井矿井停采，又接收珍珠山垦殖场开采的田湾矿井．1977年田湾矿井

停采，1981年鸡山矿井停采；从此至今，该矿产煤为蛟岭．龙泉寺2对矿井．。．o
? 该矿为利用矿区资源，’1981年兴办水泥厂。1986年又办电石(碳化钙)厂，既生产 。

原煤，又生产水泥、电石，建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工矿企业。矿属生产单位有：龙泉寺工

区、蛟岭工区．水泥厂、电石厂’机修厂，变电站：劳动服务公司． r。

‘

1989年，全矿占地面积1．78平方公里，有固定职工428人；动力机械设备能力3900

千瓦，固定资产年末净值537万多元．产煤2．8万吨，水泥3．15万吨，电石1700吨，工

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336．7万元，实际销售收入841．1万元，实现税利185．9万

元． ．

：

! ’．? ；． ’；， ’，．’ “。．。

r’

．．，

， 【职工队伍】 1969年建矿时仅15名职工，。年末增至90名．1970年增至225名．

1976年增至517名．为职工人数最多的一年：1978年以后，。职工人数保持400人左右．

1989年末，职工461人l(女职工78人)。其中固定职工288人．全矿职工分工人、工程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其他人员五个方面。由于外包工人员增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

员相应增多．1981年全矿362名职工中管理人员40名，1989年管理人员增至100名，增

长1．5倍；1981年工程技术人员6名．1989年增至27名，也增长3．5倍。‘27名工翟技术
。

人员中，获经济师、工程师职称的各1名，获助理经济师、助理工程师职称的共8名，获

初级技术职称的17名。’ 。‘!，’一、
．

。i “ ；
’，

e， 1981～1985年．矿部举办职工文化夜校，对青年职工普及初中文化教育。接着举办 ，

《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学习班，参加学习的167名职工．结业考试及格率达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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