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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冶金工业志》是《常德地区志》组成部分之一，分概述、

矿产资源、有色金属工业、黑色冶金工业和管理工作，自具系统性

成书。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由常

德地区冶金煤炭工业公司编纂领导小组负责编写，赵庸枝任主

笔。编纂工作自1987年7月开始，至1989年6月完成初稿，由鄢

光虎审核，王育裕审阅、定稿后，提交常德地区方志办审议。经

评审、修改，再送方志办，由副总纂赖汉屏负责作文字上的审定修

改成书。 一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地(市)、县有关档案馆和常

德、桃源、石门县方志办及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本志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祈请批评指正。

编者

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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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地区冶金工业历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

立前，就有黄金和白钨的生产，历代黄金产量无记载，白钨产量

据不完全统计为1437吨。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87年)的38年中，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支持下，常德地区冶金工业有一定的发展。累计基本建设

投资7100．33万元，工业总产值50837．42万元，实现利润8516．42

万元，上缴税金2097．98万元，共生产钢38848吨，钢材13282

吨，生铁70518吨，铁矿石431801吨，焦炭637569吨，耐火材料

59768吨，黄金11663公斤，精锑51767吨，钨精矿49075吨，铅金

属量448．8吨，铜金属量74．3吨，铜锭82吨，为常德地区新建和

扩建13个支农企业，铸造农用机具3万余台件，换回钢材6500余

吨，有力地支援了区内工农业生产。

随着社会主义勘探事业的蓬勃发展，区内探矿工作取得可喜

成果，地质勘探查明；自元古界至新生界，地层发育较完整，华

夏系及东西向褶皱断裂构造复杂J岩浆活动甚微，形成境内矿产

资源点多，面广的布局。探明有色、黑色、稀有、贵重金属矿产

24种，蕴藏有黄金5374．46公斤，白钨17763吨，铜金属量2669

吨，铅金属量4633吨，钼金属量10126吨，镍金属量7037吨，铝

金属量31．62万吨，钒金属量120847吨，铁矿石总量12897．8万

吨，为开发常德地区冶金工业提供有资源条件。

据史料记载；常德府地，黄金开采历史源远流长，始于战冒

时期，古楚属地常德，砂金矿已是楚人淘采对象，汉寿县素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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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闻名，距今已有两千几百年。脉金，古称山金或岩金，开采历

史远远晚于砂金。《明一统志》载“常德府武陵、桃源、龙阳

(今汉寿)皆出金。”已是砂金、脉金兼采区之一。历代封建王

朝，把黄金作为金货储存，以饰品收藏，将其用于赏赐、馈赠或

者赋贡。历史上天灾人祸，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j迫使广

大农民弃农采金，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为历代黄金生产的雇佣劳

动者，使用原始工具，纯系手工作业，劳动条件羞?生产效率

低，受尽矿商、官商的盘剥和压榨，造成历代采金豆薛兴时衰。

清王朝寒期。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竭力推菏所谓新

政羽办洋务，：范产金区役民采金，实行“官督商办、民采官收”

的政规，矿山多波官方垄断，杀鸡取卵，肆意滥采，宣统间年

(1875——1908年)，境内矿业复苏，清政府开征矿堕税，盘剥

劳工，加之技术条件限制，不能深采，相继衰落，随后io余年，

采金业处于凋蔽状态。

民国时期(1911——1949年)，尤其是抗日战争目期在国民

党黑暗统治下，民国政府以“充裕抗战经费”为名，采，t}{|“官督

民办”方针。常德府地为战时偏安地带，桃源、常德、汉寿县境

内申请设权采金的有桃源冷家溪金矿局(省建设厅主办，系境内

第一家官办)，利华公司、长江公司、常德黄土坡德化公司、黄

土店、汉寿金牛山、蔡家巷等私营公司40余家，使用煤气机发

电，以电动水泵取代“孔明车”(竹筒制)，井下电灯照明代替

油灯；选矿使用“水碾子"磨矿，替代原始的手锤、石磨，尾砂

采用氰化法提金。战乱之时，境内黄金生产一度出现畸形发展现

象，仅桃源冷家溪金矿局1933——1949年产金745．23公斤，成为

湖南省著名金矿之一。民国政府不顾人民死活，肆意盘剥，设立

金矿局、套购黄金；私营公司只图眼前利益，采富丢贫，采易丢

难，掠夺式开采，使一些资源较好的砂金、脉金矿床悉遭破坏，

至1949年，区内黄金生产呈现一片萧条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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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桃源冷家溪金矿局，在选金过程中，首次发现自

钨矿，为湖南最早发现白钨矿，1946年，湖南省资源委员会决定

收购白钨矿，桃源县率先开创湖南白钨矿开发利用史，至1％9

年，据不完全统计，产白钨精矿1400余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相继接管桃源冷家溪金矿局和各私萤公

司，桃湘管理处并入沅湘管理处，组成湘西钨矿(延续至197G年

6月改名湘西金矿)，形成国营和公私合营的经济体系，经过民

主改革，扶助矿山生产。随着私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

建设事业的发展，各级人民政府以金、钨、铜、铅矿产资源为对

象，矿山采选为主体，获得黄金、白钨精矿、铜精矿和锚精矿产

品。同时发展以冶炼钢铁为龙头，带动原料(铁矿石)、燃料

(焦炭)，辅助材料(耐火材料)和加工(轧钢)配套生产的钢

铁企业。其中出现过“大炼钢铁”和“70年代”两个发展时期。

1958年，中共常德地委，根据工农业生产需求，填补区内钢

铁工业空白，组建起常德专员公署冶金工业局，着手创建地区管

属的冶金企业。国家投入277．71万元，恢复桃源冷家溪金矿和汉

寿金牛山金矿，建设常德县黄土坡金矿和桃源黄柏山铅矿等有色

金属矿山；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全区发动60万劳动力投入

“大炼钢铁"大兴“小高炉"、“小土群"，建起石门县铁厂，

常德市钢厂等7家钢铁厂，县属企业办起】4家，盲目追求高指

标，高效率，不少地方砸锅为料、毁林为薪，四年“大炼钢铁”

投资607。16万元，毁林烧炭122。2l万立方米，产出格铁28436

吨，质次成本高，财政亏损817．27万元，直接经济损失1424．43万

元。196i年，贯彻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

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停办所有黑色冶金企业；针对区内

有色金属勘探工作跟不上，矿山面临资源不清，采掘困难，连年

亏损的现状，对“大跃进”一哄而起的4家矿山予以暂停缓建

<其中，桃源冷家溪金矿并入湘西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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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全国掀起大办“五小”企业热潮，中共常德地委

和地区行署决定集中一定人力、财力、物力，在省政府支持下，

兴办区内小型钢铁联合企业(称“小钢铁”)，先后投资1736．97万

元，排除“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各种干扰，经过10年艰苦努力，

初步建起5家生产企业——大寺湾铁矿(年产6万吨)，石门锕

铁厂(年产1．6万吨)，新安焦化厂(年产5万吨)，新安耐火

材料厂(年产5000吨)和常德市钢厂(年产钢锭4000吨、轧材

i0000吨)逐步形成以原料、燃料、辅助材料到炼铁、炼钢、轧

材“一条龙"生产。为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对大寺湾铁矿进行选

矿对比试验，开展“缚硫焦”和“缚硫焦炼铁”试验研究，并取

得初步成果，获国家科学大会奖。

1971年起，国家投资56．27万元，兴办桃源县铜矿和石门县

泥市铜矿，采用简易机械化采、选设备，年均产铜约10吨。

1973年，桃源牯牛山公社，在湘西钨矿已闭坑的冷家溪矿区

组织生产黄金，1975年王震副总理视察湖南黄金生产后，国家先

后拨给黄金专项贷款及发展基金1225．74万元，帮助桃源、常德、

汉寿三个产金县相继恢复生产，建设常德黄土店等12个机械化或

半机械化采、选的社队小金矿，六。一矿加强黄金综合回收，地

方群采黄金产量由1975年的30公斤，发展到年产黄金100公斤。

1979年，国民经济进入第二次调整时期，冶金系统认真总结

经验教训，常德地区冶金工业局在专署领导机关指导下，根据区

内矿产资源先天不足，有色金属点多，量少，品位低；黑色冶金

矿多，硫高、磷高、选矿、冶炼难，加之决策失误，遵照中央关

于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冶金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前景，进行质量、成本、效益重新论证，决定选冶

难，能耗高，亏损大的三家国营企业——石门钢铁厂(含大寺湾

铁矿)、新安焦化厂和常德市钢厂转产，停办品位低，成本高，

年连亏损的两家县属铜矿，金牛山、桃花源等8家社队小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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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矿产资源不清，乱采滥挖，破坏农田，予以关闭。经过调整，

加强了常德县、黄土店、枇杷岭、黄土坡等金矿采、选机械化配

套建设和经营管理，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黄金产量稳步增长，常

年从业人员2300余人，涌现出常德、桃源两个年产黄金30公斤的

县，牯牛山、黄土店两个年产黄金20斤的乡(镇)和黄土店镇青

龙、牯牛山乡冷家溪2个年产黄金15公斤的村。改革开放的10年

(1977——1987年)，全区群众采金共986．12公斤，超过新中国

前30年的总和，列湖南省地方群采黄金之榜首。

湘西金矿，至1986年底，国家累计投资3511．03万元，经多

次技术改造和扩建，已建成具有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采矿、选矿、

冶炼、机修综合性中型企业，生产黄金、精锑、白钨三种主要产

品，黄金产量居湖南之冠，是全国重点金矿之一。白钨精矿质量

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企业拥有职工3574人，该矿累计生产黄金

10074．69公斤，精锑51431吨，钨精矿49043吨，工业总产值

44859．79万元，实现利润12132．28万元，上缴税金1755．83万

元，为常德地区经济建设作出较大贡献。湘西金矿于1987年元月

1日起，改属怀化地区管辖(矿山已编《湘西金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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