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意镳。≯翥跫熊恚

．

灌纛攀黟惠禁摹囊批分文赢善甚爽学击摩轻



耳
I

湖北应城石膏矿矿长 武占中

湖北应城石膏矿党委书记 陈敏卿

题词

武占书I像狄唧

／九九。兑广--一丹．



武
’戎
．二

蒜
大

学
出
墩
赴

湖
’

I】匕
毒

。唿

势

售
‘， 土

·＆
．’

一 编
～，一0寨。

j墨，
’． ’口’

、

’只
,b-．
。日

溯+·
a b， ，

寇
诚
石。和
亮
俑
属
志f▲▲℃，

—I



三分矿办公大楼

四分矿办公大楼

矿部办公大接

二分矿办公大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分矿主井絮

盈

石膏制品厂一角

分矿斜井井口



人工壳填

岔巷提绞

地面运输

人工装车

＼扎4



职工医院住院部

一矿小学教学接

职工子弟中学教学接

幼儿园



汽车队停车场

职工宿告

j-J嚣■丽

溪；焉
麓骁?专

家属住宅区一瞥

鲨



膏矿火车站

汽车装运

地砖计量 铁路专用线应城大桥



工人俱乐部

三舟矿电影院

∥广 碉 ≥≥矗‘

／2—厂二■ l

嘲
：；：：_

．．1{—J 一 ▲
鞋．．∞蔫_ _

图书室

二分矿食堂及灯光球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

徐立初胡立义

． 在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富水河畔，有一座全国规模最大的石膏生．

．产基地，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湖北应城石膏矿o

早在四百多年前，在应城西北的团火庙因崩岩而露出石膏，这块

’地下宝藏被人们发现。从此，我们的祖先开始在这里探寻挖掘，日积

月累，渐挖渐深，形成膏洞。尔后，几经兴衰。鼎盛时期，膏洞多达

250余对。而今，地面古迹湮没，地下膏洞犹存，可为历史见证。

旧时，膏洞工人因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多次奋起反抗。

其中以1923年冬反抗意大利神甫的雷幺暴动和1938年邓先柱组织北

山工人参加抗日斗争为最甚。这些卓绝的斗争，创造过许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业绩，谱写出不少壮丽的篇章o’但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

或因历史客观原因，不少史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忘或散失，实为憾

事。
一

。

，

+旧中国应城石膏的开采i历史虽长，．但发展缓慢， 1949年石膏

‘．产量仅16267吨o 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旧膏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矿工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先后建成三对新型矿井，兴建了工人新村、职工医院、俱

乐部，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

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85年石膏产量达到37．2万吨。

进入80年代中期，改革经济体制，搞活企业，’逐渐成为总揽全

局的主流。矿区的改革亦勃然而起，从推行经济责任制、改革干部制度、

劳动工资制度，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层层承包经营等。改革方兴未

艾，正在逐步深化之中。

抚今追昔。j感慨万千，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作为一

个发展中的膏矿，应该有一部自己的发展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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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编纂矿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努力将

矿区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详加考察，去伪存真，汇集整理，编纂成书，

载入史册，流传后世，不仅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当代

人的历史责任。在湖北省建材总公司建材志编辑室、省、地、县方志

办公室的指导下，在矿党委、矿行政的直接领导下，从1983年11月

开始，组织专门班子进行搜集资料，编写矿志，到1989年12月修改

‘定稿，‘历时六年o ．
．。

《湖北应城石膏矿志》的断限，上起石膏的发现，下迄1985年，

以类系事。

《湖北应城石膏矿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详今

略古，古为今用为原则，力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尚浮文。但是

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所限，加上历史资料不全，讹误之处难免o‘鉴于此，

．这部矿志在献给全矿职工，献给曾经在这里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和

读者的同时，竭诚希望批评、指正o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约25万字，分类编章，纵横结合。在纵的

’方面，以建国后的36年为主，侧重追溯1916年至1949年的历史，

同时略考1916年以前的历史沿革和史蹄。在横的方面，既述生产建设、

经营管理、技术进步和改革搞活，又述政治思想、职工队伍、人物史

略。功有所褒，过有所贬。我们深信，矿志将成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史料。
． ．在编写’《湖北应城石膏矿志>的过程中，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湖北省建材总公司建材志编辑室，省、地、县方志办公室做了

大量的指导工作，北京、南京国家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图书

馆，’武汉、重庆等市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李时珍纪念馆等

20多个单位，以及矿内各有关部门，许多老同志和知情者，对搜集资料

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协助，对矿志的修改、订正，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意见。。武汉工业大学陶景胞副校长为矿志题写了书名。借此矿志

出版之机，对这些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凡 例

一、本志除序言、后记外，共五部分，即概述、建国前的膏盐矿区(共三章)、

建国后的应城石膏矿(共五章)、人物史略、大事记o ，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溯至应城石膏的发现，下限截止1985年底。“建国后

的应城石膏矿”第二章第四节“第四分矿”的材料截止于1987年底。

三、本志对历史朝代的称谓，按湖北省志编纂体例及实施方案的规定， 一

律沿用历史称谓。如：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对蒋介石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称“国民政府”，以后称“台湾当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此前简称“建国前”，此后称“建国后”。

四、本志按习惯将纤维石膏称白膏，泥质石膏或普通石膏称青膏。
． +五、．本志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应城膏盐矿区的

习惯用法，其后，按1984年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



／

七、本志资料来源．除注明者外，均来自本矿各主管单位或部门。

八、本志记载的主要是企业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史实o。政治方面，

如建国前的矿区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建国着的历次政治运动、党的思想建设等

只作简述。
。

’‘

九、根据生者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人物史略”中“一、主要历史人物”，

只选择矿区历史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举一二，生平事迹只作简述。。

十、本志附录中收录了部分历史文献和资料，以备查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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