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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柏

．．．】-

口

《中南冶勘志》的问世，是中南冶金地喷勘探公司的一件喜事，也是冶金工业战

线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地喷I=作是开拓祖同矿产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超前期工作。毛泽东在《论十大

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就明确指出地F宝藏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巾南

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是在我国即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夕，于1952年在阴川组建成

立的。

三十多年来，这个公司由小到大，由以单一的疗法进行矿产资源勘奄到运喟多学

科、多工种、综合使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勘奄；由勘探中小矿床，发展到勘探大型

复杂矿床。在四川、湖北、贵州、河南、云南、湖南、福建、江两、广两等省的崇山

峻岭中，都留下了地质工作者的足迹和血汗，发现和探明了30种仃用矿产，为武钢、

重钢、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郑州铝业公司、贵州汞矿、以及地方冶金企业，提供了矿

产储量和叮靠的地质资料。特别是在湖北鄂东、四川、贵州、河南等省探明的矿床，

大都已被开采利用，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是一支有

战斗力的队伍。

《中南冶勘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了它的发展过程、取得

的成果、经验和教训。并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时代特点，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F，坚持四项壤本原

910，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艰苦环境的考验中，磨炼出J，一支有理想、守

纪律、能吃占耐劳的队伍，志中所记述的史实，充分表明了广大职工具有时代所需要

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祖国寻找丰富宅藏的精神风貌和献身精神；

二是行业特点，地质工作除了它的流动性、探索性的共f司特点外，更为}要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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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通过摸清地质情况，探11月矿产资源，提供地质资料和矿产赌韪，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而这部志书恰是以浓墨重彩，突出地描绘出这一特点：在湖北省探明的

铁矿石储磕占全省探明总储景的77．9％，铜rti_34．3％，鄂东两个最大的铁矿是他们探

明的，在封三洞铜矿，仅用5年时间就探明了60多万吨储最，在河南探明了一批富铝

土矿；发现和探明了新类型的黄侮菱铁矿，探明了阮家湾大型钨矿，发现了鸡笼山金

铜矿等等；对鄂东矽卡岩成矿理论研究、磁参数研究、物相分析研究、人造金刚石钻

探新技术研究等也都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这些成果，说明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在网

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建要的作用：

三是改革精神，三十多年来地质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明显暴露出r地质【作旧体制的哆i{《端，吃两个“大锅饭”， 缺乏市场机制．条块分割，

使堆层单位长期处于缺乏活力的状态，这些弊端在志书中有昕反映 同时反映了近几

年拨乱反IB工作最点转移，开展企、Jk整顿和仂步改革的情况 历史是一面镜子，过

去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乃笔今后的I：作和改革很有裨益C'e

陈云f川志曾在1952年就ij}过： “地质事业在I玛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蕊要的

事业了” 三十多年的实践征}j』|确实是这样，地质工作是大有作为的事业．我热诚希

望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广大地质I：作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奇发进取，建功矿

业，为罔强民富潜写地质勘探绚丽的新篇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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