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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焦作煤矿、合山煤矿列入拟认定的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2021年 11月 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公示拟认

定的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焦作煤矿、合山煤矿列入名单中。 

 焦作煤矿核心物项为英福公司机电厂锅炉房、机电厂厂房、机电

厂办公楼、王封矿井架、发电机房、矿工会楼、人事财务楼、小礼堂、

档案楼、澡堂、李封矿英人矿师房、中共焦作矿区工委旧址。合山煤

矿核心物项为里兰矿主斜井、人工选煤廊、蓄水池、合山矿老矿屯矿

井、东矿主斜井、3米绞车、斜井选煤楼、405平硐矿井、平硐井选煤

楼 2座、八角楼及设备、机修厂房；单体金属支柱升柱器，探水钻，

刮煤机，3吨矿车，除尘机 2台，锻造设备，转子 II型喷射机，蜂窝

煤机，乙炔发生器，L型两集双缸复式动水冷式空气压缩机，东矿矿灯

充电架，井下电机车，火车蒸汽机车上游型 0919；档案资料等。（摘

自工业遗产网） 

井矿集团举办井陉煤矿历史展览馆开馆仪式 

2021年 11月 19日，井矿集团实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建设和保护

工程——井陉煤矿历史展览馆，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建成开馆，成为广

大干部职工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的文化宝库，和全面展示企业历史及

形象的新窗口。井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建国等集团公司领导出

席开馆仪式，并为井陉煤矿历史展览馆揭牌。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索旭军在开馆仪式上致辞，介绍了展览馆的

有关情况，号召广大干部职工弘扬优良统统，传承奋斗血脉，在第二

个百年奋进征程上，接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续写井矿集

团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井陉煤矿历史展览馆建筑面积 755平方米，陈展面积 66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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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金盆沃土、物华天宝，近代开采、石门肇兴，红色岁月、民族脊梁，

煤海放歌、为国奉献，中流砥柱、群英荟萃五个部分，坚持尊重历史、

详古略今原则，突出百年、独有、珍贵、奋斗、贡献五大特色，借助

文字、图片、实物、视频、图表等表现方式，全景展现了企业一百多

年的历史演进，全面展示了旧中国井矿人在屈辱痛苦中矢志实业救国，

艰难曲折发展煤炭工业的血泪创业史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

翻三座大山及抗击日本侵略，艰苦卓绝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革命史；

详尽展示了在新中国井矿人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状态，鏖战煤海、

争创一流的爱国奉献史和栉风沐雨、艰苦奋斗的改革发展史；生动印

证了百年来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届领导、数代矿工赓续奋斗、锐

意创新的光辉成就；充分彰显了井矿人自强不息、坚韧不屈、担当奉

献、创业振兴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 

井陉煤矿历史展览馆的建成开馆，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还原，也

使井陉煤矿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得以根脉相连、

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必将启迪、激励和鼓舞着新一代井矿人确立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前进坐标，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

创未来。（摘自井矿集团公众号） 

▲学习党史专栏 

鲁迅与祖国的煤炭事业 

吴晓煜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们煤炭战线的广大职

工回忆起鲁迅关心祖国煤炭事业、为振兴中华矿业而奋斗的事迹，感

奋不已，更增添了对鲁迅的怀念和崇敬之情。鲁迅最初是学开矿的。

他在青年时期，亲眼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膝于列强，对内残

酷压榨人民，把旧中国一步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绝境。这些无情

的事实使鲁迅“绝望于孔夫子”，他同当时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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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要救国救民，中国必须“走异路”。于是 1898年 17岁的鲁迅抛

弃了科举仕途，怀着振兴中华的理想前往南京，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师

学堂，并依“百年树人”之义改名为周树人。次年，又改入江南陆师

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矿务铁路学堂，原为铁路专门学堂，是洋务派张之洞奏请光绪皇

帝批准开办的。后来两江总督刘坤一听说南京附近的青龙山蕴藏煤炭，

而且出息好，有利可图。为了训练开矿技术人员，就将矿务与铁路合

一，“仿照德制”，办起了这所矿务铁路学堂。课程以开矿为主，铁

路为辅。这是我国早期的一所矿业学校，而鲁迅则是我国早期的矿业

学校毕业生。正如鲁迅后来所讲的那样：“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

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在学习期间十分刻苦，

认真钻研自然科学和开矿技术，探索兴邦救国的真理。他在全班是年

龄最小的一个，但成绩十分优秀，是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人。经过三

年的学习，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

毕业前，曾经到煤矿考察实习。1901年 11月，他与同学在老师带领下

到青龙山煤矿实地考察，下矿洞挖煤，历时 13天。青龙山煤矿位于南

京东南，就是今天南京官塘煤矿的象山煤矿(象山煤矿最早就叫青龙山

煤矿)，开办于 1896年。这个煤矿当时办得十分糟糕，技术落后，管

理混乱，矿工劳动条件异常恶劣。据鲁迅讲，“主持煤矿者是个不甚

了然的人，不到一年就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

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

笔出入两清的账”。鲁迅通过实习，看到了中国矿业的凋敝景象和煤

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他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很有感触地回忆

道：“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

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

在这里面鬼一般地工作着。”这简短的几句话，勾画出旧中国煤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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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和落后，表现出鲁迅对煤矿工人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1902年，

鲁迅赴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虽然转学他业，但却继续探索和研

究矿业，继续为振兴祖国的煤炭事业而努力。1903年，他在《浙江潮》

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1906年又与学友顾琅共同编写了《中国

矿产志》一书，并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该书后来受到社会的极大重

视，不长时间就出了四版，农工商部还通饬各省矿务界、商务界购阅，

学部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普及书局介绍这本书说：“留学日本东京

帝国大学顾君琅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周君树人，向皆留心矿学有

年……，特蒐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撮精删

芜，汇为是编。搜集宏富，记载精确……，实吾国矿学界空前之作，

有志富国者，不可不急置一编也。”《中国矿产志》是地质方面的专

门著作，包含了很多有关煤炭的内容，特别是详细地记载了我国煤炭

资源的分布情况，我们今天读来仍感到十分亲切。比如，在《中国矿

产志》中仅山西一省就列出 19个县产煤，而且“脉皆相蝉，绝少崩裂，

质复佳绝，焚之无烟”。又如对于开平煤矿，则详细介绍了该矿地理

位置、沿革、煤层及倾斜度，并把该矿与日本相比较，“顾其量，则

甲东洋一切煤矿”。其民族自豪感跃然于纸上。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

是，在鲁迅的上述著作中，透出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深情地

写道：“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

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对那些垂涎我国煤炭资源的帝

国主义分子和所谓探险者，“血眼欲裂，直视炭田”的强盗嘴脸做了

无情的揭露。他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官僚买办“今日让与，明日特

许……一任强梁者剖分，盖以赂鬻馈遗，若恐不尽”的丑恶行径，十

分愤慨。他在书中振臂疾呼，“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全国人民

要“结合大群而兴业”，要防止“握炭田之旧主，乃为采炭之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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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发生！这种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这种憎爱分明、忧

国忧民的情怀，这种心在报国、胸怀大业的志向是何等感人！今天，

我们煤炭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要学习和发扬鲁迅为振兴中华矿业而奋发

图强的革命精神，为繁荣和发展祖国的煤炭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煤炭史册红色的一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煤炭生产简述 

吴晓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

和扩大煤炭生产，不仅保证了军民生活和工业用煤，而且有力地支持

了抗日战争。这是中国煤炭史上红色的一页，应该记住的一页。1935

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就重视煤炭生产问题，从解决军民烧用燃料

问题入手，调查了解边区煤炭生产情况，整理煤业，组织煤炭生产。

以后随着大批人员涌入革命圣地延安，人口大量增加，再加上国民党

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军民开展了大生产

运动，发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为开展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多篇文章。如《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抗日战争

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军队生产

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组织起来》。他也多次

在各类会议上做动员。他指出“必须绝无例外的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

产”，“吃的……住的……穿的……日用的……烧的木炭、石炭差不

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

足食的目的”。军队“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

就不怕任何困难”“无敌于天下”。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煤炭生产，

边区政府“着重于军事工业和石油、煤炭的开采”，并采取了不少措

施。 

一是把煤炭生产作为发展工业的一项重要措施。1939年 1月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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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参议会决议中就要求加强对石油、煤矿的管理，增加生产，提高

质量。林伯渠在报告中要求加强对煤矿的开发。毛泽东主席在 1936年

就指出煤炭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煤炭工人都怕苦怕累，不去挖煤，

那么陕北老乡煮饭、烧炕就很困难了”。 

二是加大对煤炭生产投资。由于边区煤炭产业基础薄弱，因此用

土法生产。政府特安排了专项资金，拨到有关单位，用于煤炭生产开

发。1943年就增加投资 65万元，在绥德、富县、关中开井挖煤。同时

大力吸引民间投资，引导私人办矿。对于私人煤业主遇到的困难，政

府帮助解决，予以扶持。如支持关中衣食村煤窑解决资金、技术等困

难，效果显著，致使产量增加近 10倍。1945年 3月制定的《边区政府

奖励实业投资条例》明确把掘煤业纳入奖励与扶助的行业之中，规定

煤窑“意外遭受损失”，“政府予以酌量帮助”。 

三是调动煤炭职工积极性，多出煤，支援抗日。如评选“炭工劳

动英雄”，号召煤炭工人向劳动英雄学习，增加煤炭生产。各煤矿纷

纷召开动员大会。如 1943年 7月 15日，朱家沟煤矿召开了“全矿职

工保卫边区动员大会”。会上炭工劳动英雄华增柱提出誓言：“我们

全体（煤炭）工人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展开赵占魁运动，源源供

给部队、机关、工厂的燃料”，“保证燃料供给不断”。大会通过了

《全体煤矿职工参加自卫军保卫边区的决定》。此外教育私营窑主善

待矿工，改善劳动条件和矿工生活。政府对贫困矿工还发放无息贷款。

这些都增强了煤炭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煤炭生产。 

四是组织煤炭运销，发动有关单位驮煤运煤。运输与销售是煤炭

行业的大问题，边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1943年投入资金，“在延安

组织煤炭供销，在吴堡设立煤栈”。在子长县的杨家园子、折家坪设

立煤栈，作为煤炭集散场所。在关中衣食村设立“煤炭公司”，商定

煤炭价格，统一收购煤炭，以使煤畅其流，保证供应。此外还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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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单位驮煤，增加收入。不少部队、机关单位都自行驮煤、运煤。毛

泽东在 1942年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到 359旅某团一个连在 1941

年驮石炭的收入就有 698元。1943年保安处、法院、银行、物资局、

行政学院、卫生处、保育院、科学院、延安大学、物资局都是自行运

输煤炭。 

五是政府提出了管理的具体措施。主要有：①边区工业局帮助成

立“延安东川煤业公司”，“这个公司的任务首先是建立统一领导，

改进各（煤）厂之间的联系”。②“工会加强对矿工的教育”，“培

养和罗致更多的采矿技术人员，帮助矿业发展”。③组织煤业协会。

“旧有机构加强，工作起调解、交流，统一决定的作用”。④由建设

厅编印小型“煤炭业刊物”，介绍各（煤）厂生产情况及经验，“以

收统一领导，交流经验及提高技术之效”。⑤在中直军直展览会上展

示煤炭产品，以扩大宣传，引起大家对煤炭生产的重视。在党中央和

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由于采取了各项符合实际的措施，使得延安煤业

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1943年延安、关中、子长、绥德、子洲与米

脂共有煤井 100个，矿工 1891人，每月产煤 7600吨。当时部队、中

央系统、后勤系统、团体也开办了煤矿。经济部所属有煤炭一、二、

三厂。留守兵团有煤炭厂 1个，359旅有煤炭厂 2个，办公厅、保安处、

抗大总校也开办煤井，并获益不少。总之，边区的煤炭业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了军民生活和军工生产的煤炭供给，在支援抗日战争，促进民

族解放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其重大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延安及陕甘宁

边区的范畴，这是中国煤炭史册红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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