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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一九八七年的新春到来之际， 《会理大铜矿志》完稿成册了。这是我矿第

一部专门记载大铜矿区从自然到人文社会各种史料的百科全书。它的完成，是大

铜矿建矿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高兴的。

今天，我们正处于科技高速发展，情况千变万化，信息跫急剧增长的时代。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企业或部门，要想作出合理的对策，开拓新的局面，就必

须研究和掌握历史与现状的各种信息。而作为信息载体的志书，乃是我们不可缺

少的工具和助手。修志，正是为了“资政、存史、教商”的需要，是为了“记述

过去，指导现在，造福将来”的盛世之举。

《会理大铜矿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分门别类地记载了本矿区从古至今

的主要史实，重，t囊记述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五年二十八年的历史，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为我矿领导和职工、为主管部门及有识之士了解本矿区的地理环境、

物产资源、生产建设、文教卫生以及历史沿革等概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我

矿今后的建设和管理，尤其为将来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可贵的依据，便于我们

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f，“合乎客观规律的最佳选择，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有

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乖|1经济效益，更好地为社会谋利，为子孙造福。

希望全矿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加强鉴别分析，发扬艰苦奋斗和勇于开拓的

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做出新的成绩，谱写新的历史。

矿 长 谭才沛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



1希 喜
刖 青

凉山州会理大铜矿是一个老企业。据有关史料记载，大铜矿区的开发始于明

洪武年间(公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清乾隆时

期(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矿工常达千余，可谓历史上采冶之极盛。后几

经沧桑，薪尽火传，至建国后继得发展。一九七四年来，总结了经验教训，弃

“冶”从“选”，增其优势，建成以选矿为中心，以铜精矿砂为最终产品的小型

矿山，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连年递增，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展

现出新的风姿。

本志书较为全面地、真实地记载了大铜矿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八五年二十八年

来的历史发展状况，力求符合本企业由老变新螺旋式发展的特点。对建矿前的开

发历史沿革，则上溯到明、清王朝，画出一根粗线条，人们可由此看到我华夏民

族的智慧和冶铜历史兴衰的一斑。

本志书对企业所在地的地理、交通、水文、矿产储量、基建工程以及组织机

构的演变、职工队伍的发展等，都作了介绍J尤其对企业的生产发展和经营管理

的变革作了重点记述，为进一步搞好经济改革和生产建设提供借鉴和依据。

本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图反映客观

实际，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以便鉴往知来，利今世而惠后人。

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时间很紧，资料也不够充分，难免有差错和遗漏之

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本书不断充实和完善。

本志书共八篇176页，图表101个，约15万字，附照片44张。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本着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并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二、本志上限为一九五八年三月，下限为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重点记述建矿

二十八年的历史。对建矿前的历史只作粗略的追述。

三、本志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企业专志为纬，生产建设和企业管理为

主体，辅以图表和附录。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

四、本志采用白话文、记叙体。对历史事件一般不加褒贬，让事实本身说

话。

五、本志一律以公元纪年。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

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并适当加注。

六、本志数字写法，以《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发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用规定》为准。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本矿档案室，会理县档案馆、图书馆，凉山州档案

馆、图二转馆。此外采用了少量经过查证的口碑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录。



概 述

现 状

本矿全称为“四川省泻洲J摔族凫治州会殚大铜矿"，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全

民所有制单位，直属沥iIlmI工业硒和凉山州有色金槭工业联合公司管理，属小型

企业。
。

本矿现有职工484人(其Lll包括彝族3人，藏谈1人，回族1人)。有共产

党员62人，共青闭员107人；干部54人，技术干鞠；13人，工人311人。全矿占地总

面积约1200亩(其中包括500南待绿化的荒【』I)，房屋建筑总面积21463平方米。

现设采矿场、选矿厂，机电车间，汽车队和8个职能科室，并设有子弟校、

卫生所和家属“五·七"农场。

我矿于一九八四年企业全面整顿合格，已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和内部经济承包

责任制，盈利单位。现拥有固定资产664万元，堆一生产铜精矿砂，年产铜精矿

砂含金属量430吨左右。动力机械总能力为2634千瓦。现已发展成为采、选、电、

地质、测绘等各专业配套的小型矿山。

二、自 然 地 理

凉山州会理大铜矿是地处川西南边远山区的小型矿山，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会理县瞧厂乡境1勺，矿部没于铜矿村，地理麈标东经102。13 7，北纬

26。31，。

铜矿村四面环⋯，LjJ势、F缓，腻低【|ll J J地区。大铜矿段内海拔高度1894—

1720米，相对高差一般在200米以下，北高南低。大嗣沟由北向南，流经会理城

河下游后汇入金沙江，其流最很小，‘一季流鼠o．O】．立方米／秒，雨季O．58立方米

／砂，

大铜沟两侧山坡Ii，山于大跃进期M(一九五八至一九岁i■年)烧木炭焙矿

炼铜，公社集体食：超伐薪，以及“文。*”期间乱欧滥伐，植被受到严嗄破坏。自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描二三。扣全会后，注意绿化和环境保护，近年来较有改变。现

西面山坡E，松树长势良好，东面LIJ坡也彳r零疆树木。矿区内，近年来职工住宅

和厂房四周，公路两边，大蛩植树，养花利，一啦，逐步改善丫矿区环境，现大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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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成荫，四季能听见鸟鸣。

大铜矿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降雨量低予蒸发量。每年五至十月为雨季，十

一月到次年五月为干季。一年中干湿两季分明，四季温差较小，全年平均气温摄

氏16．7度，最高气温摄氏34．9度，最低气温摄氏零下4．9度。年平均降雨量1662

毫米，日最大降雨量175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72％，最高湿度83％，最低湿度

0％。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平均风速1．9米／秒，最大风速16．7米／秒。十

二月至次年二月有霜，霜期较短，一般为3—4周。本区下雪时间较少，一九八

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降大雪，为六，七十年来所罕见。据四川省地震

局和四川省基本建设委员会抗震办公室共同提供的资料：会理鹿厂地区地震基本

烈度为7度。

矿区日照年平均200天左右，阳光强烈，气候干燥。本矿职工澡堂设太阳能

装置，每年可节煤约40吨。

三叉口(二工区)泉水的水质较佳，为我矿主要生活用水。每年夏季，头几

场雨水后，由于雨水流经地表，受枯草腐叶的污染，然后渗入泉水中，故此时肠

胃病人较多，腹胀、腹泻(本地俗称“肚子胀")为每年季节性常发病。

三、经济地理

大铜沟谷及两边山坡上的住户以汉族居多，少数为白彝，皆以农为主，农闲

时采零星铜矿石，售予大铜矿。沟谷两侧山坡缺水，一般种玉米、花生、豌豆、

黄豆等作物。沟底水源较好，主产水稻和小麦。经济作物以种植烤烟为主，近年

来烤烟种植面积扩大，农户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农村家庭副业以养鸡喂猪，养牛牧

羊为主，房前屋后，田边地角，种植桃、李、梨、柿，石榴、倦子等经济林木。

矿区四周，有大小水库十多座，养殖鲫、鲤、鲢等鱼类。附近农民常将各种农副

产品挑到矿区出售，深受职工欢迎。

本地农家，不善种蔬菜，品种也较少，一般种白菜、萝卜、青菜、瓜豆等，

除自足外有少量到矿区出售。因此矿区内蔬菜，肉类供不应求，我矿职工食堂，

需到会理、米易、西昌、渡口等地购买，居家职工亦常到鹿厂街，会理县城购买

补充。

距大铜十一公里处的鹿厂街，是鹿厂区、乡政府所在地，也是会理县较大的

农村集市，每逢双日赶集之时，各类禽畜、蔬菜、瓜果及其它土特产杂陈于市，

十分热闹。

鹿厂工艺美术陶瓷厂，历史悠久，以铜绿(氧化铜矿石)作釉料烧成的土陶器

皿以绿色为主，色泽明亮，造型美观，十分畅销。鹿厂铜器加工作坊，以传统的

手工工艺制作的火锅、铜盆、铜壶等器具，古朴适用．是本地又一特产，远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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