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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龙煤鹤岗矿业公司志》（2003-2015）印刷完成 

《龙煤鹤岗矿业公司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编委会荣誉主任刘鹏

飞、韩福生，主任王玉波。主编孔凡峥，编辑潘和文、周英华、孙洪

斌、张茂秋、周传国。2023 年 6月印刷，16 开本，精装，117万字。 

鹤岗矿业公司（原鹤岗矿务局）先后进行了三轮修志。第一轮修

志编纂了《鹤岗矿务局志》（1914-1984）,第二轮编纂了《鹤岗矿务

局志》（1985-2002）。本轮编纂《龙煤鹤岗矿业公司志》，全面记述

了 2003-2015年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矿业公司曲折发展的十三年。从

借助改革动力，抢抓市场契机，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到历经波折、市

场洗礼，干部员工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推进技术经济一体化，开拓

煤炭市场，稳定企业局面，重现生机活力的辉煌历程。 

该志书前有彩图、概述、大事记，后有附录、后记。分工程建设、

煤炭产业、地质测量、非煤产业、多种经营、安全生产、企业管理、

生活福利、文教卫生科技、党政工团、治安保卫、人物、单位简介等

13篇 63章。 

▲煤炭史事寻踪 

孙中山与煤炭工业 

吴晓煜 

孙中山(1866-1925)名文,曾化名中山樵,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

者,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领导了辛亥革命,开

创了中华民国。他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基本政策,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他那正直、

善良、忠厚的品德和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献身的精神,都是中国人民一

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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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以伟大革命家的眼光,洞悉我国矿业

之重要,明察了煤炭之战略地位,他关于煤炭开发的一些论述至今仍在

撞击着我们的心弦。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有一份举世闻名的《建国方略》,详细阐明了

他对建国、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在《建国方略》之二中,他

对于煤炭和矿业有极深刻的论述。他明确指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

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他进而阐明:“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

为近代工业之主要物,故采取之目的,不徒纯为利益计,而在供给人类

之用。”这些论述可以说切中了文明民族和近代工业的要害,这种认识,

至今并没有过时。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往往在所谓的“新潮”中,

为一些表面现象所障目,忘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他还指出,中国煤炭资源的丰富,为煤炭工业提供了大力开发的条

件。他说:“中国煤矿素称丰富,而煤田之开掘者,不过仅采及其皮毛而

已。”“北美合众国每年所采取之煤约六万吨”,中国“产出之煤应四

倍于美国”。他断言,在中国发展煤矿,不要有任何顾虑,应该放手大干。

他十分坚定地讲:“煤矿之产于中国各地既多所发现，……故开采者不

特无失败之虞,而利益之厚可断言者。”他要求“直隶山西无尽藏之煤

铁,应以大规模采取之。”他还曾预言:“数年后,当中国工业愈加发达,

需煤之数必见增多。”“在中国又有无限市场,故资本之投放,其利益

大可断言者。”这些话的字里行间,表达出他对发展煤炭工业的满腔热

情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信心。 

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办煤矿,孙中山也颇具真知灼见。按他的设想:

一是,先在沿海地区开发,“沿海岸、河岸各矿,交通既便,宜先开采,内

地次之”。二是,在资金上既借外资,又要降低成本。他说:“开煤矿之

办法,除摊派借用外资之利息外，其次当为矿工增加工资,又其次当使

煤价低落,便利人民。”三是,搞规划,先为炼钢建煤矿,统筹兼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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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谋划:当煤矿开采之始,除为钢铁工厂使用外,开始计划当以产

出二万万吨备为他项事业而用。”四是,兴建运煤大通道。比如,他设

计在唐山建北方大港,就有为山西煤炭建造出海口的考虑;改造广州水

路系统也是为了使煤铁资源“以达于海”;修建西南铁路、建葫芦岛港、

西安至大同铁路和新疆铁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煤。 

1912 年,孙中山为袁世凯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在这种无

奈的处境下,他仍不忘振兴国家之实业,立志要在十年内修建二十万里

铁路。袁氏假惺惺地予以支持,“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是

年 9 月 18 日至 27 日,孙中山不顾身体不适和疲劳,到山西、河北“考

察正太铁路及晋省矿产,视察娘子关等地战后情况,暨联络各界发展铁

路政策”。 

这次实地考察,对孙中山启发极大,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煤炭的认

识,而且还充实了其发展民族实业的思路和策略。特别是山西富甲天下

的煤炭资源给孙中山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为了使考察更有成效,他于途

中向袁世凯发去电报,要求为其增派熟悉煤矿的学者随同考察。电文讲:

“文此次游历中外,纯从铁路政策上着眼,惟筹备之先,应将煤炭予为

计划。我国产煤区域几遍中国,往年产额在一万万吨之上,近更增加。

设再整顿,立能生色。请访农工部酌派精晓矿学者数人,随同文沿途考

察一切。”这份电文,进一步说明孙中山对煤炭工业的极度关注和重视,

他把发展煤炭工业放在发展铁路等实业的优先位臵,确有远见。 

1912年 9月 21日,孙中山在我国煤城阳泉参观。该地富足的煤炭、

铁矿资源,使他在胸中形成了煤铁同步发展的计划。他写下了“以平定

煤铸太行铁”的结论。这几个掷地如金石声的大字,至今在煤城阳泉一

个公园的石碑上闪着金光,指引着子孙后辈去开发矿业,建设富强的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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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安源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火车司机朱少连 

胡尘白 汪少舟 

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在株萍铁

路和萍乡煤矿合计 13000 多名工人中，占比不到 10%的 1100 多名铁路

工人起带头作用。其代表人物是火车司机朱少连(1887-1929)。他是安

源工人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后来成为中共三大选出的九位中

央执行委员之一。 

    朱少连，1887 年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佃农家庭，立志苦读，中学

毕业后考取张之洞开办的湖北铁路学堂(据有关史料记载，湖北铁路学

堂设在日本，二年制)。1912年毕业后到萍乡煤矿株萍铁路当火车司机，

10 年后提升为总司机。总司机是铁路工人的最高职位，升官发财的大

门已朝他打开。但是朱少连志不在此，他依然保持着爱好读书、追求

真理的习惯，特别喜欢读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共产主义社团发行的

报刊和传单。1921 年深秋，一位老司机给他带来了刚刚成立的上海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新出版的《工人周刊》，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工友

如获至宝，随即发信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取得联系，请求把更多的这类

书刊和传单寄来。朱少连和朋友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报，而且把

《工人周报》张贴在火车房的墙壁上，让更多的工友共享。凭着这些

“精神食粮”为媒介，在路矿两局的工人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

经常在火车房聚会，读书看报，商量结团体求解放的大事。大家一致

决定，由朱少连为代表写信邀请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导师前来安源。很

快就得到书记部的回信：感谢工友们的盛情邀请，劳动组合书记部湘

区分部主任毛润之与李能至一行四人，将由长沙起程来安源推进“平

民教育”。朱少连和工友们喜出望外：来安源的竟是大家景仰已久的

毛泽东。 

    正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和掌握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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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安源路矿产业工人在安源路局火车房见面。这一历史时刻被

定格载入刘少奇和朱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开启

了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新纪元。 

    毛泽东非常看重比自己大 6岁，工龄长达十年的火车司机朱少连，

认为他有觉悟，有知识，胸怀宽大，斗志昂扬。特别赞同朱少连的“千

余株萍铁路工人和一万二千多名萍乡煤矿工人结成一体，成立以安源

路矿工人俱乐部为名称的联合工会组织”的主张。据刘少奇回忆，毛

泽东曾引用左宗棠的话表扬朱少连:“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朱少连热忱欢迎李立三(李能至)长驻安源工作。朱少连比李立三

年长 12岁，他尊称年轻的共产党员李立三为老师，当作亲人，请他住

在自己家里(朱少连一家 4口，妻子黄琼英，女儿子昭、子明，在朱升

任总司机时住进路局提供的一所住宅)，以保证安全。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李立三和朱少连两人作为发起人，持湖南平

民教育促进会的介绍信呈请萍乡县署批准在安源建立平民学校，1922

年 1月开学。日前与毛泽东等在火车房晤面谈话的几位工人带头入学。

李立三在学生中发展包括朱少连在内的 4 位共产党员，新老党员 6 人

组成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经过一段时

期积蓄力量，李立三和朱少连领衔的十名工人，以“联络感情，涵养

德性”为由，联名呈请萍乡县署批准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名为工

人俱乐部，实际是路矿联合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 1922 年五

一劳动节正式成立，李立三和朱少连分别当选为正、副主任。 

    1922年 9月 13日，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只有 700名部员的路矿

工人俱乐部发动万余名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大获全胜。朱少连和李

立三、刘少奇一道出色地指挥这场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坚定的斗争意

志和非凡的组织能力，成为安源这方“工人运动处女地”上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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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运领袖，1923 年 4 月，继李立三之后挑起了中共安源地委书记的

重担。 

    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朱少连代表安源路矿党员和

代表湘区党员的毛泽东一同出席大会，并一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安源精神为全党肯定。毛泽东被选入党中央核心机构中央局。朱少连

任中央驻湘委员，回安源工作。 

    在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一周年之际，安源地委决定以路矿工人俱

乐部的名义出版地委机关报《安源月刊》，创刊号全文刊出刘少奇和

朱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略史》记述了安源路

矿工人运动一年来的全过程，总结胜利经验，阐明安源精神。公开宣

告：领导和发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是毛泽东。 

    1925 年 9 月，路矿工人俱乐部遭敌人武力封闭，朱少连撤退到醴

陵，1926年 3月，在俱乐部株州分部的基础上，成立株萍铁路总工会，

坚守株萍铁路阵地，积蓄力量，支持北伐军进军，光复安源大本营。5

月 1 日，朱少连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

大会，在会上作《安源路矿工人的奋斗》的报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6年 9月 4日，北伐军光复萍乡，10日，北伐军将领、曾任安

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游艺股长的肖劲光率部进入安源，朱少连和当年撤

退到株洲的部分路矿工人随军回到安源。安源工人和附近农民二万多

人集会欢迎北伐军和朱少连等。大会宣布恢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改名萍矿总工会。萍矿总工会和株萍铁路总工会分立，仍归党的安源

地委统一领导。1927年 4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整理萍矿委员会，

与萍矿总工会共同管理萍乡煤矿，开启路矿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的

新局面。朱少连被任命为萍矿株州转运局局长。这一职位有利于继续

加强萍乡煤矿工人和株萍铁路工人的团结奋斗。4 月 27 日，朱少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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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毛泽东一道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聆听毛泽东对当前革命

形势的讲话。八七会议以后，又听了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讲

话的传达。他把一家老小留在安源，独自前往关键之地株洲工作，加

紧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9月 8日，中共湖南省委任命朱少连为工农革

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参加秋收起义。以后朱少连一直按照党的安

排在株萍铁路沿线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 1月 5日，由于叛徒出卖，朱少连在安源被捕，受尽酷刑，

坚贞不屈。三天后在萍乡大西门英勇就义。 

    40 年后，1968 年 10 月，肖劲光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

“你认不认识朱少连、黄静源他们？”肖劲光答道：”认识啊，我去

安源的时侯，他们都在呀。”毛泽东沉痛地说：“多好的同志，可惜

他们英年早逝啊！”这是对朱少连最好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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