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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当岁月的指针行进到1997年，沂南

金矿从建矿启程算起，已整整奋斗了四十个春秋。

沂南金矿位于沂蒙山腹地，这里的采金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

代。虽然采金的历史悠远，但从未留下过系统的文字记载。因此，

要写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志书确非易事。修志人员都是本矿

职工，池鱼故渊，知之深望之切，利用业余时间，苦力劳神，尽可能

搜集翔实的资料，无论重大事件的记述，还是历史的追记，均去粗

取精、略古详今，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比较系统

地记述了沂南金矿的历史面貌和几代职工奋斗的光辉业绩，基本

反映了在生产、地质、基建、管理、科研等诸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教

训。《山东省沂南金矿志》的出版，为沂南金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历史的借鉴和现实依据，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惠

及子孙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沂南金矿四十年来所创造的每一个成绩，都是在上级领导的

亲切关怀下、兄弟单位的热心帮助下取得的。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艰难困苦反复锤打着沂南金矿的建设者们，但职工们发扬沂蒙

山人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克关夺隘，拚搏鏖战，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的奇迹，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种不朽精神凝聚成的

矿山魂，感染了一代代矿山新人，成为引发沂南金矿后来者追求更

高、更强目标的火炬。

沂南金矿的主要生产矿区的矿体不连贯，属零乱的矽卡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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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被称之为“鸡包窝矿”。穷家尽出英雄汉，面对这样的自然条

件，沂南金矿的职工们不悲观、不气馁，靠着困难培育成的刚强、磨

难砥砺出的豪气，对事关矿山发展的事情，不以个人苦而不为，不

以个人失而不做，用双手一如燕子衔泥似的为“家”尽力，把他们的

青春、智慧化成一滴雨、一颗草、一株树、一缕阳光，甚至一片零落

在泥土中的花瓣，为沂南金矿的春天衍射光辉。

感谢他们，感谢为沂南金矿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几代职工!感谢

关心沂南金矿每一步成长的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身处“穷山僻

壤”的沂南金矿正是靠着他们的汗水和心血，才取得了令人鼓舞的

进步和成就，才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鉴古知今，修志拓新，都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沂南金矿

虽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迈向

21世纪的征途中，发扬好的传统，继往开来，艰苦奋斗苦为本，团

结协作攻难关，为黄金工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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