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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广元煤业发展史》是记载广元煤业有史以来从古代 、近代、现

代到当代的史书 。 简述了广元，煤炭的发现 、认识和开发利用的历史

进程、伟大成就和贡献。 从远古写到 2008 年 。

本书以生产建设为主线，对:各个时期煤业发展、重要历史事

件 、代表人物 、 生产技术、经营管理 、安全生产 、煤炭加工利用、窑工

生活 、反抗斗争、煤矿文化等作了系统、详实的介绍，有些还追根溯

源，评论得失 。

全书资料翔实 、条理清晰、文字通俗、图文并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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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识协~

《广元，煤业发展史》即将付梓，这是一部凝结了广元煤炭工业

战线专家、学者和管理者心血的最新力作，是我市煤业工作者在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所作的一次有益的实践。

广元，素有金三角"煤州铁乡"的美誉，境内煤炭资源储量丰富，

开发利用煤炭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历代盛产不衰。 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后，广元煤炭大量输送成都 、德阳 、绵阳 、 阅中 、 南部以及

陕西略阳等地，广元煤炭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四川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 。 近年来，广元大力实施

工业强市战略，积极推进资源转化，加快煤炭资源整合，促进了煤

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广元煤炭工业步入加快发展 、科学发展、 又

好又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

《广元煤业发展史》一书，详细记述了广元，煤炭工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广元煤炭人艰苦创业的历史功勋，是

一部涵盖科技、历史、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领域知识的重要著述 。

该书是广元第一部专门记载煤炭工业发展史的书籍，它的出版，将

结束广元，有煤元史的历史，是一部政府决策部门以及经济 、社会、

科学、文化工作者用以参考、学习难得的好书 。

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

重建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该书的出版，必将为广元"两个加

快"作出应有的贡献。

正基于此，欣然为之序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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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现代煤业(下)

第一节 专家对煤炭资源的调查

广元现代煤炭工业不断发展，引起地质工作者关注，多次到广

元对矿产资源进行调查。

民国十八年(公元 1929 年) ，地质学家赵亚曾、黄汲青由陕人

川，调查广元等地地质情况，著有《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一书，

首次将广元煤炭资源划归"保罗纪须家河系" 。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 ，四川地质调查所侯德封、王现珩在广

元东部进行地质调查，著有《广元南江间地质矿产》一书，并附 1:20

万地质图，书中肯定"此区保罗纪煤层多，质佳，比较重要 。 "并预计

"保罗纪煤炭储量 7360 万吨。 "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 1940 年) ，四川地质调查所任绩、杨敬之

调查广元东部地质，著有《广元剑阁间煤田》一书，并附 1:20 万地质

图 。

民国三十年(公元 1941 年) ，四川地质调查所李陶、苏孟宇、杨

敬之、谷得震到旺苍坝、南江一带进行矿产资源调查。 调查后，由杨

敬之、谷得震执笔，撰写一本《南江旺苍间煤田》 。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 1942 年) ，四川省建设厅第四矿区测勘队

在广元杨家岩、张家山一带进行全面勘测 。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 1947 年)秋，四川矿业公司经理刘丹梧与

矿业指导处杨伯安、矿山主任叶励成赴广元煤矿与矿长郭向尧在

矿区进行资源普查。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 1949 年) ，四川地质调查所任绩、杨敬之

.36 . 



武革开旅时期的煤业(下)

性掩护支架，伪斜小巷多短壁，俯伪斜走向长壁等采煤法，进一步

改进大倾角煤层，煤层赋存及顶底板的整体条件，有效地预防顶板

事故。

(3 )、水灾防治

矿区属季风气候，雨量充沛。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曾多次发生

水患，给企业财产、职工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针对广元气象，地理特

点和矿井地下井下水患情况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落实"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有备无患"的防汛工作指导方针，成立专门机

构，安排专人昼夜值班。 汛期内不断掌握当地气象变化情况，并对

矿区道路，山体房屋建筑，重要库房、人员物资转移等都做了隐患

排查工作。 分析矿井巷道，采区的含水层、断层水源的变化情况，做

好矿井漏水、透水的预测管理。 采取探、堵、疏、排等措施，保持地面

水沟，井下巷道畅通无阻。 每年夏季汛期开始，主动与当地气象，防

汛抢险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确保信息畅通，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战

斗，尽量把水灾损失减少到最小。

第三节 国有煤矿产权制度改革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广元国有煤矿从产权制度着手，集中

进行了改革 。

(一)固有重点煤矿产权制度改革

2000 年 6 月 7 日，广旺矿务局整体改制，成立四川广旺能源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广旺集团) 。 接着，组建煤业、电力、水

泥、机制、旅游等公司实现专业化管理。 标志着该国有重点煤矿的

改制工作进入一个实质性启动阶段。

2001 年 6 月，广旺集团公司成功完成广元第一家债转股，广旺

集团占企业注册资本的 6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占 33% ，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占 1% 。 企业负债率由转股前的 63.3%降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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