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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z．．
口

《梅州煤炭工业志》是以反映梅州市煤炭生产建设和本顼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及演变

过程为己任，以事实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全面、系统地，按照事

翰发展的内在规律，记述梅州市源远流长的煤炭生产发展的全貌。向人们揭示粤东煤炭

工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为梅州市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借鉴资料，

为梅州山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从宏观』：．为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提供翔实的依据。

本志由梅9t1,1市煤炭工业公司主持，省属四望嶂矿务局、省属梅县矿务局协助，共同

组成编纂机构，以《广东雀四望蟑矿务局志》初稿、《广东省梅县矿务局志》初稿、以

及《梅县市煤炭工业志》(原梅县市》即现在的梅县稻梅汪区)，《兴宁县煤炭工业

志》初稿、《五华县工业志》及《五华煤矿矿志》等为主要资料来源。它根据专业制的

特点与要求，编纂办公室又进行了广泛的查阅、访问、收集有关资料(共查阅了1 2 0

多万字的资料)编修而成。经编纂领导小组，各有关单位、初审人员，在梅州市地方恚

编委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予1 9 8 9年4月写成后，报请梅娜

市地方志编委办公室审定，l 9 8 9年5月正式付印出版。

本志上溯史实因事而异，下限至1 9 8 6年，重大事件记述至1 9 8 8年底。由吴

世福、杨添华、罗伟钦、林爵芳、朱浩等同志参加编写，全书约l 2万字。鉴于取事时

间长，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及企业的管理体制变动频繁，历史资料不全，加之编写人员水

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梅州希煤炭工业公司、四望蟑矿务局、梅县矿务局给予人

力、财力的支持，蒙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丰颠．等县、及梅江区煤炭管理

部门的大力支持，协作以及梅州·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直此志书出版之

环，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l

《梅州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

1 98 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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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现行政区划，命名为《梅州煤炭工业志>，列入。梅州市地方志丛

书”。记述范围为梅州市辖属七县一区(即原梅县地区)，重点是兴宁、梅县，五华，

蕉岭等主要产煤县，综录梅州全市煤炭生产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例结构，按横分门类，纵横结合，条块结合，以横为主．要求做到科学

性、资料性、可读性的融于一体。按章、：宵，目编排，用语体文记叙。志文设8章2 9

节2 6个目，全书约1 2万字。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和“突出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取事记述。对有关共性

韵史实，如政治运动、党的组织，共青团和工会等，不另立专门章节，以省篇幅、并突

出专业特色。

四、志文中所称“建国前”、 。建国后”，是指l 9 4 g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为界； “党”指中国共产党；所涉及的人物，一般直书其姓名．

五、志书定稿于1 9 8 9年初，对于1 9 8 8年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则取事至

l 9 8 8年底。

六、本志有关统计数字，是采用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编印的《历史资料手册》中

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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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梅州市的煤田矿区，分布在除丰顺县以外的六个县一区，统属广东省兴梅煤田。煤：

ⅡI横贯五华、兴宁、平远、梅县、梅江区、蕉岭和大埔。东西长约8 O公里，煤田分布

面积约4 0 0 0平方公里。兴梅煤田位于广东省东部靠北。煤田的东北与福建省的上

杭、武平、山水相依；西北毗邻江西省的寻邬地区；东南面是汕头市的揭西县；西南方

接壤河源市的龙川县。煤田内划分为1 2个矿区，仅兴宁、梅县境内就占了l O个，

“兴梅煤田”以此而得名。

在市内的各矿区，地势较高。海拔高度百米左右，个别矿区高达4 O 0米以上。矿

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湿多雨，夏秋长，冬春稍短。年平均气温摄氏2 l度，最低为‘

零下7度，最高接近4 0度，冬天偶有霜冻或哗雪。雨季较长，年平均降雨量l 4 O O，

毫米，最少9 7 9毫米，最多2 3 5 5毫米。矿区内日照长，年平均蒸发量l 5 5 O毫=

米。风力一般6级以下，8级以上的台风和大暴雨，几乎年年不断，多者每年达5—6+

次，风向，夏秋以东南风居多。冬春则西北风常见。

梅9、1,I市山多地少，盛产木材。平远．蕉岭和大埔，森林资源丰富。煤炭生产建设所

需的大量木材可以自给。由于梅州市耕地少，农村的劳力资源丰富，产煤的区乡，人们j

世代以采煤为业，熟悉和热爱煤炭事业；加上有充足的劳力后备。水力资源比较丰富，

这是梅州山区的一大优势。还有蕉岭长潭水库、梅县上官塘水库、兴宁合水水库为骨干

的水利发电连同火力发电并入省火电网，为之提供电源。矿区的外部交通尚属方便，

窄轨梅隆铁路把主要产煤区槐岗、柱坑、四望嶂连成一体。梅县的东山港和老隆煤场，

成为煤炭外运的集散地，年吞吐量1 3 0万吨。矿区与城镇之间，简易公路四通八达，

形成公路运输网络。部分矿区靠近梅江河，可直下韩江。

由此可见，梅州市境内的矿区，具有煤炭资源丰富，分布相对集中，靠山而不偏

僻，窄轨铁路、公路、水路运输兼而有之的特点。当地有充足的劳力、山林资源，特慰

是煤炭生产的主要动力一一电源亦有保证。这一切表明，梅州市的煤炭工业生产，具有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的前景。

兴梅煤田形成于上古生代的二迭纪，距今约2亿年。地史上有影响的“加里东运动”．

“海西运动”、 “东吴运动”伴随频繁的地壳震荡，造就了以煤层多，但煤层较薄为特

点的兴梅煤田。漫长的形成过程受“印支运动”、 “燕山运动。的影响而形成的“梅县

山字型”构造， “新华夏”大断裂，控制且进一步改造了煤田。致使煤田地质复杂化，

褶皱发育，断层密布，火成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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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个煤田地质构造非常复杂，各矿区的复杂程度有明显的差别，不少矿区仍不

失其重要的开采价值，比如黄槐一一四望崦矿区、柱坑矿区、丙村矿区等。整个煤田截

止l 9 8 7年，巳探明地质储量2·8 6亿吨，，其中工业储量1·4 6亿吨。已探踢

的储量9 0％左右集中在兴宁县和梅县的9个主要矿区．

人们对兴梅煤田的认识，是通过多年勘探和开采实践而逐步积累和深化的。但应当

指出，这一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基本的。就以勘探工作而言，尚有2／3的煤田面积

仍为勘探工作的空白带、尤其是中深部和深部，人们还知之甚少。据有关部门预测，兴

梅煤田全部蕴藏量估计有2 0亿吨．I 9 7 4年广东省地质局报撄大量资料的分析，对

部分矿区的中深部进行科学的预测，结果取得6·l亿吨的预测储爵，其中始的可靠性

较高。因此，兴梅煤田的勘探工作还大有文章可做，远景储量也是可观的。

兴梅煤田的开发，始于何时，现传说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据史料推断，是在4 0 0

年前，由于封建统治、建民主义者的掠夺，加之边远ⅡI区，经济薄弱。煤炭生产工具极其

落后。用黑火药放炮、油灯照明、1寸筒抽水．风车鼓风、眼睛当测量仪器，手指当尺使

用，找煤凭经验，磋运气。这一切，直至民国后期也依然故旧。人们对兴梅煤田的认识

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却照样是那么的“神秘莫测”⋯⋯这一悠久的而同时又是停滞不前

的煤炭开发史，给梅州人民的遗产，是横七竖八的窿婀，1 9 4 9年，梅州市每5 0人

仪行1吨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州各级人民政府重视煤炭工业生产的发展。1 9 4 9年

1 1月、梅县工商科王件远、郭秋声、李泗麟等同志受县政府的委托，深入各产煤区。从煤

窿生产条件，经营方式、劳资关系到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查。随后县政府就进行

丁对私营民窿的改造和整顿。1 9 5 O年初成立了以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梅县总工会”；

1 9 5 1年又成立“梅县煤矿业同业公会”；年终颁布了g梅县人民政府开采煤矿暂行办

法》；1 9 5 2年各大矿区先后成立“煤矿工人管理委员会”，接管了窿商的矿业，组建“工

人矿场”和“合作社矿”；1953年7月，省工业部部长廖似光和粤东行署工业部部长李建华、

梅县县长赖运如，曾亲自到梅县丙村矿区视察，拟定开发梅县煤炭资源的规划。兴宁县在

1 9 5 O年夏，省有关部门曾派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到黄槐、四望嶂勘查煤炭资源。是年冬，

黄陂成立“黄陂煤矿工会”和“黄陂煤矿同业公会”。五华县于i 9 5 2年由县财政科负责

组建五华煤矿。建国初期，各产煤县对发展煤炭生产都较重视，采取了各种措施给予扶持。

l 9 5 2年，省地质局、省重工业厅地质队、油头专署地质队等先后在全市范围虑

进行了大量的找煤勘探工作。从此，兴梅煤田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矿区一个接一含被发

现，地质储量一批批被查明，为开发兴梅煤田提供了科学的依据。1 9 5 4年第一个省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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