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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湖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的指示，在中共湘东铁矿矿务局委员会的

领导下，湘东铁矿志的编写工作，从一九)k--年春季开始筹备，六月成立了矿志

领导小组和矿志编写办公室，着手收集资料，并试写了“概况"“矿山勘探与矿

山地质"“矿山建设”等章。后来由于人员变动，力量薄弱，编志工作中断了一

段日寸期。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督促下，至一九Jk--年十一月，重新调整力

量，确定主编，加强编写班子，才把编志工作坚持下来。前后历经三年，矿志得

以问世。

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编写铁矿志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历

史面目，从史实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今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

留下精神财富，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

我们编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力做到资料翔实可信，描述详近略远，内容图文兼顾。真

实地、全面地、客观地记载湘东铁矿的历史和现状。

湘东铁矿志全书共有十章。即： “地质勘探与矿山地质"、 “矿山测绘”、

“矿山建设”、 “企业管理”、 “机构设置”、 “党群工作”、 “生活福利”、

“文化教肓”、 “医疗卫生”、 “其他"。连同“概况"、 “大事记"共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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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份。全书约二十六万字。矿志韵断限年代，曼从一九七O年会战起至一九八。

年底止，简略追述了原利民铁厂的历史。

在编写中，我们共牧集近十万字的资料。初稿写出后，打印成册，广泛征求

意见，征集修改意见近千祭。反复地作了滢捌鞫修饰，最后定稿、各矿、厂、科

室和关心矿志的老同志。工程技术人员、党敌千部等，积极提供资料，给予方

便。中共茶陵县委党史办给了大力支持。在龀我们谨向各有关单位和蕊志们表示

深深的谢意。

编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经验不足，永叠三不高，难免没有罅漏、错误之

处，请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搬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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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湖南省湘东铁矿矿务局，下设三矿一厂，是一九七O年在原利民铁厂的旧址

上扩大兴建，一九七四年建成的一座中型矿山。建成规模为65万吨，经省冶金厅

核定生产能力为50万吨，全局有职_123500余人，现实际生产水平年产铁矿石40～

45万吨。已成为湖南省目前铁矿生产的主要基地。

湘东铁矿矿务局位于茶陵县境。地理座标为东经1 1 1。3 1 7，北纬26。48 7。面积

6．02平方公里，其中矿务局机关0．27平方公里，所属清水铁矿3．o平方公里，潞水

铁矿2．36平方公里，雷垅里铁矿0．09平方公里，机选厂0．3平方公里。

矿务局设于原利民铁厂旧址辉山，地处白石山下，涞水河畔。与县城隔河相

望，仅距五公里，西北毗邻雷垅里铁矿，南临涞河。局机关和雷垅里矿的生产、

生活用水均取自涞江。

清水铁矿、机选厂和潞水铁矿座落在矿务局东北，局矿相距约二十至二十五

公里。

清水铁矿，系丘陵地带，标高最高450米，最低loo米。溪水常年不断，地下

水量丰富。

潞水铁矿地处县境北部边陲，地势比清水铁矿高．两矿之间由龙山岭相连，

约距五公里。矿区群山环抱，重峦叠嶂。标高最高1221米，最低200米。源泉不

竭，溪流发育。目前清潞两矿工业和生活用水均取自地下含水层。

机选厂建予清水矿区，自然环境与清水铁矿相同。

矿区气侯，多具亚热带特征．温和湿润，寒暑有别，四季分明．春季初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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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降雨量占全年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盛暑晴多雨少，气温较高；秋冬干燥，霜

雪较多，但冰冻期短。据一九七O至一九八O年统计，年平均气温18。C，一月最

低平均气温为5．5至6。C，七月最高平均气温为26．5。C；年平均降雨量1 314军_1740

毫米，最高1 820．4毫米，最低799．4毫米，最大月379．2毫米，年平均降雨日1 58

天；年平均蒸发量1 631．9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78 O／o；全年以西北风为主，西南

风次之，无霜期290天以上，二月至十月为雷暴期，尤以三至七月为甚。

矿区陆路交通便利。为运输铁矿石而修建的醴茶铁路，全长120公里，与浙赣

线相通。茶陵火车站至清水矿区有1 3公里的准轨铁路相接。雷垅里矿选矿厂设有

装卸专用线和醴茶路相连。湘东铁矿的成品矿从这条铁路线上源源不断地运往武

钢、湘钢、涟钢等地。从矿务局至茶陵县城和各矿区有公路相通。茶陵县通外地

公路纵横，东去江西，南达衡阳、耒阳、郴州，北通株渊、长沙、湘潭等地，客

货运车辆往来如梭，甚为方便。

茶陵铁矿开发，始于明末清初。据明朝嘉靖四年(公元一五二五年)间纂修煦

《茶陵州志》载，茶陵的货物产类中，铁居首位。

茶陵境内的铁矿开采，从明清至民国。或官或民，或沿或革，或兴或废，陆’

续进行，无甚成效。唯谭家山、潞水等地的民间开采稍具规模。

谭家山，又名虎形山，即现今雷垅里矿区所在地。一九三六年前系私人开采。

由山主经营，收购当地农民所采矿砂，售与铁厂。采矿方法采用简易土法，所采

矿砂，由山主以每六万斤售银洋四十五元的价格卖给铁厂。铁业盛行时，在新明

江附近，有辉山唐姓铁厂，经营数十年，至建国初期土炉尚存。此厂所用矿砂，

皆系谭家山所采。尔后铁价跌落，销路停滞，唐姓铁厂团亏损而停办。此外，距

谭家山三十余里的本县三益坪集生坊宝源铁厂，也多用此矿砂。铁商将矿砂由涞

江船运至攸县、衡山等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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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民国政府于谭家山禁止民采，实行官办。资源委员会曾在此进

行钻探和采矿，雇用当地农民采矿，规模比民采稍大，采矿人数最多时达四百余

人。后因时局原因，于一九三八年停办。

潞水境内的铁矿，明末清初已有开采，据《茶陵州志》载： “露岭，在州北

四十里，其上产铁”。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均属民间小规模土法开采。

一九三三年夏和一九三四年十月，曾先后有民国政府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和中

央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人员来此进行调查。其时，铁矿业兴盛，潞水、七地等地铁

厂纷起，或复办或新建。继八团周纪勋(当地绅士、工商业者)开办火田龙头铁厂

后，一九三七年，先后出现了潞水的龙源铁厂、小泥坑铁厂、竹子山铁厂，和火

田的贝永铁厂、芙江铁厂、锡夹山铁厂，以及七地的溪江铁厂。这些铁厂系季节

性生产，以木炭为燃料，手工操作，土炉炼铁，分别年产饼铁(又名土钢)80至

250吨。需矿砂200至600吨不等。所用矿砂，都来源于潞水。

随着铁厂纷起，矿砂需要量增加，一九四O年，茶陵县盛和公司，以周纪勋

之子周灿轩为首，连署呈请湖南省建设厅批准，开采溪水乡(即现今的清、潞水)

的龙家冲、东背岭、月形坳、下王江、法云庵等区铁矿，开采面积58．8市亩，直

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据不完全统计，自一八八三年至一九四九年潞水、清水

等地区共采矿石约131700吨。

建国后，为了开发利用国家资源，茶陵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辉

山兴建了一座小型铁厂，即利民铁厂。同年八月，衡阳专署企业公司投资、派员，

会同兴建。一九=g-年六月，建成一座14立方米的简易小高炉投产，并雇请当地

农民在雷垅里进行手工采矿，供应本厂所需原料。产品销售衡山湘华铁厂。成为

一个既采矿又炼铁的县办小型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改由湘潭行署工矿处管辖。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划归湘华铁厂。同年七月收归湖南省工业厅领导。随着生产扩

大，一九五四年正式成立雷垅里采矿一工区。一九五七年七月，排前采矿二工区

边手工开采边基建。一九五八年正式投入生产。一九五八年七月，由省工业厅下

放湘潭专署冶金局领导。一九五九年一月又下放茶陵县重工业局管理．一九六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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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茶陵县委决定，将位于潞水境内的县办人民铁厂划归利民铁厂，为潞水

分厂，其炼铁的矿石来源于本地，一九六二年八月，利民铁厂仍归省冶金厅领导．

利民铁厂炼铁采用木炭掺块煤作燃料，矿山开采，依靠人工打眼放炮，锄挖

箕挑，井下自然通风，油灯照明，索道、板车、轻便轨道运输等手工土法采矿。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四月，雷垅里曾使用过机械掘进。

随着国家工业建设迅速发展，利民铁厂的发展也是极快的。由一九五一年国

家投资3万元，职工20余人的小厂，发展到一九六三年的八座小高炉，日产生铁

2 l 0吨，具有年产生铁4万吨左右，固定资产达322．1 5万元规模的企业。十四年间，

共产铁矿石43万余吨，生铁1 2．6万吨，土钢618．3吨。一九六。年职工人数最多

达3404入。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六年间共上缴利润145．7 l万元，超过铁厂

全部投资的6l％，为国家工业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木炭资源紧缺，焦炭质低价贵，电力不足等困

难因素，生铁成本由一九五四年每吨1 1 1．6元，至一九六二年增加到每吨32‘。’。94

元。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逐年亏损，至I 9￡4年，共亏损594．68万元。终于在一

九六一年八月，先停办潞水分厂。一九六三年八月，一九六四年五月，雷垅里和

排前工区相继停止生产．一九六四年五月，淡南省委决定利民铁厂暂时停户一，六

月二十五日，全厂正式停办。

湖南的钢铁工业，由于缺乏可靠的铁矿石原料基地，过去长期处于“无米之

炊”的状态。湖南省委为了尽快解决钢铁工业徘徊的局面，把湖南建成工业省，

遂决定建设湘东铁矿，以适应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指示，由湖南省冶金局组成

建矿调查组，对湘东地区的清水、潞水、

铁矿初期开发清水、潞水、排前三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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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前、凉江等矿点进行调查，决定湘东

建设规摸为年产铁矿石70万吨(清水铁



矿20万吨，潞水铁矿30万吨，排前铁矿20万吨)。六月，省草委作出《关于湘东

铁路、铁矿建设的决定》。鉴于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来源有限，八月省革委会

常委会议决定，湘东路、矿本年“主要是抓紧完成勘察设计工作，不1开工兴建，

待勘察设计完成后再行确定”。

一九七O年，湖南省委决定尽快开发湘东地区的铁矿资源。三月，根据省革

委的指示，省冶金局组成厂址选择调查组，确定在茶陵、攸县地区建设年产铁80

万吨、钢80万吨的湘东钢铁厂。厂址拟设于攸县菜花坪紫仁桥。并将清、潞、排

三矿区建设规模扩大为年产铁矿石140万吨，其中清水铁矿30万吨，潞水铁矿50

万吨，排前铁矿60万吨。按此规模调配人员筹建，但很快发现上述矿区铁矿石储

量与实际不符，便改变了建设湘东钢铁厂的计划。建设湘东铁矿的计划不变，把

规模调整为年产铁矿石80万吨。

一九七O年六月，省冶金局召开全省冶金系统各企业参加的湘东铁矿会战会

议，决心挖掘省冶金系统老企业的人力、物力的潜力，组织湘东铁矿大会战。这

个决定得到省委、省革委的批准和支持。七月，成立了在省革委生产指挥组直接

领导下的湘东铁矿建设指挥部。经过七月动员，八月准备，九月上人。十月一日

清水铁矿正式破土施工。十一月一日，潞水铁矿相继动工。以大会战的形式开始

了湘东铁矿的建设。本年末，湘东铁路即醴茶线也开始建设。一九七一年五月和

七月，又先后铺开了排前和雷垅里铁矿的建设。六月，机选厂(破碎车间)也正

式施工。

参加湘东铁矿大会战的有湘潭锰矿、桃江锰矿、水口山矿务局，桃林铅锌矿、

湘东钨矿、瑶岗仙钨矿、锡矿山矿务局、潘家冲铅锌矿、川口钨矿、东波有色矿、

黄沙坪铅锌矿等十一个冶金矿山成建制地组成十二个会战连队。参加会战的还有

冶金部长沙勘察公司、二一四、二三六、二三八、二一七、二0六、二三七，四一六等

九个地质勘探队，以及长沙黑色矿山设计院、湖南省冶金局设计连、涟源钢铁厂

设计队、冶建一公司一处、冶金井巷公司三处、株渊建筑安装公司、冶金部矿冶研究

所、长沙矿山研究院、湖南冶金研究所、湖南省地质局试验室四个科研单位、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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