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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省

著名产煤区

煤炭，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范围内主要能源之一。

在上世纪50年代落地河北的6项“156项工程”中，煤炭项目独占两项。

这两个在当时同属一个企业的煤炭项目，就是原峰峰矿务局（今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

司）通顺二号立井和马头洗选厂。

峰峰煤炭：
从“曹公石墨”到“156项工程”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通讯员 刘文博

源远流长的煤矿开采史

从石家庄出发一路向南，转青兰高
速向西，从和村磁山收费站下，再往南
行驶数公里，就到了邯郸通顺矿业有限
公司。

走进通顺矿业厂区，浓厚的历史感
扑面而来：冷灰色系的厂房遍布厂区各
个角落，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
代的职工宿舍楼、民房等生活设施保存
完好。再往里走，则是主副井架、煤楼、
皮带机道及 5 米直径的绞车等工业
遗存。

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十分稀罕的工
业遗存，在峰峰本地人眼中却并不陌
生。相较于通顺矿业有限公司，他们更
愿意称这里为通二矿旧址，或者干脆简
称为通二矿。

“通二矿全称是峰峰矿务局通顺二
号立井，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援建
的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之一。虽然通二
矿已于2002年8月关闭破产，但在峰峰
乃至河北的煤炭工业发展史上，通二矿
的贡献不能磨灭。”峰峰集团电视台原
台长刘少华介绍。

“此外，在当时的峰峰矿务局，还有
一个和通二矿同年落地的‘156项工程’
项目——马头洗选厂。”刘少华说。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156 项工
程”，被公认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基之
役”，在当时的全国工业体系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峰峰矿务局何以承接了

“156 项 ”煤 炭 工 程 中 河 北 仅 有 的 两
项呢？

这，还要从峰峰一带得天独厚的地
质条件和悠久的煤矿开采史说起。

峰峰煤田位于太行山东坡边缘，是
太行山东麓煤田南部的一部分。它北起
武安市境内的磁山，南达磁县境内的漳
河，西起太行山余脉之九山，东至京广
线，长约 45 公里，宽约 28 公里，面积约
1260平方公里。

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 220年至公
元前206年，峰峰地区的先民已在这一
带立井采煤。

东汉末年，邯郸一带已有比较大规
模的煤炭储藏。西晋初年陆云在与兄陆
机的信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
数十万斤。”这也是我国大量储藏煤炭
的最早记载。

曹操在邺城造三台始于建安十五
年（公元210年），邺城即距峰峰不远的
邯郸临漳。这说明在当时的峰峰一带，
已有了成规模的煤炭的开发、储藏和
利用。

唐开成元年（公元 836年），日本和
尚园仁留学大唐，对太行山东麓之所
见，留下了“遍地皆有石炭，远运诸洲，
冬来取烧”的记载。到北宋时期，邯郸煤
炭生产已在全国享有盛名，磁、相二州

（今磁县、峰峰、武安、安阳一带）是当时
重要的产煤地。朝廷在产煤区的府级政
府设有石炭务，管理煤炭事务，收取石
炭税。

“当时，峰峰携临近京都汴梁之便，
其所产的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京城，保证了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的生
活生产之需。”刘少华告诉笔者。

今天峰峰彭城瓷窑场堆积如山的
宋、元、明时留下的窑灰炉渣，证实当时
烧制陶瓷已大量使用煤炭，著名的宋代

“磁州窑”就是以当地煤作燃料。位于磁
县观台的宋代炼焦炉遗址表明，宋代人
们已掌握炼焦技术，标志着煤炭加工利
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采煤业的兴盛使这里形成了一个
人口聚居地，因其境内的两座最高山峰
而得名“双峰”，后演变为峰峰，这便是
峰峰地名的由来。

明清两代，煤的开采远超以往，人
们对煤炭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当时人们
已经懂得将煤分为肥煤、瘠煤，也就是
现代所说的烟煤和无烟煤。那时候，人
们已经掌握了肥煤可炼焦，瘠煤可煮饭
等知识。磁州一带当时对煤层的命名方
式和对煤种的划分，甚至一直影响到了
近现代。

史料记载，到乾隆五年（1740 年），
直隶省“广开煤炭”，全省普遍兴起了勘
查和开采煤炭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邯郸地质部门曾对
峰峰煤田古、近代小煤窑的分布开采状
况做过多次调查，确认开采年代多为清
代和明代。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峰峰一
矿、二矿、三矿、四矿、五矿、牛儿庄矿、
薛村矿等井田范围内，煤层埋深在
100 米以内地区的明清小煤窑就多达
1300余个。

近现代采煤业的发展

“对我国近代煤矿发展史有所了解
的人都知道，中国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
矿是开办于 1876 年的台湾基隆煤矿，
河北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开办于
1878年的唐山开平煤矿。但很多人不知
道的是，早在1875年，李鸿章就准备在
峰峰一带开办直隶磁州煤矿。该煤矿后
来因设备和运输等原因中途夭折，错失
了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煤矿的机
会。”刘少华介绍。

这次办矿夭折，让峰峰近代煤矿创
办史推迟了20多年。

1897 年，受李鸿章委派，直隶道员
陈忠俨踏上了峰峰的土地。资金投入、
购置土地、添置机械……随着一番紧锣
密鼓的准备，具有官办色彩的磁州煤矿
应运而生。

虽然开办比较顺利，但在随后的生

产过程中，磁州煤矿遭遇了颇多曲折。
由于受“官场积习”“官本用人、盈亏不
注意”等积弊影响，煤矿经营步履维艰，
产量也低得可怜，日产仅几吨而已。

在艰难经营几年后，1904 年，由于
一场透水事故，磁州煤矿被迫停产。

直到四年后的 1908年，“北洋磁州
官矿有限公司”挂牌，实行官督商办，磁
州煤矿才恢复了生产。

磁州煤矿是峰峰地区第一个近代
化煤矿，却不是峰峰早期唯一一个近代
化煤矿。事实上，在磁州煤矿第一次停
产前的1903年，在峰峰的土地上，出现
了另一个近代煤矿——六河沟煤矿。

“提到六河沟煤矿，绕不开在峰峰
煤矿开创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马
吉森。”刘少华说，马吉森是河南安阳
人，曾任清廷翰林院待诏，直隶候补道。
1897年，马吉森作为磁州煤矿早期的管
理者之一来到磁州，积累了不少办矿
经验。

1903年，面对磁州煤矿经营不善的
情况，马吉森从磁州煤矿抽身而出，与
山东人谭士祯等集资白银两万两，经河
南巡抚转呈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开凿
顺井，收买土窑，在磁州煤矿的不远处，
竖起了“六河沟煤矿”的井架。

作为峰峰地区近代第一家大型民
营股份制煤矿，六河沟煤矿和官办的磁
州煤矿并肩而立。这两座煤矿，便是后
来峰峰矿务局、如今峰峰集团的前身。

马吉森的六河沟煤矿投产后，获利
颇丰。后来又有张孝谦、叶润含等增资
重辟新井，并且吸引了德国人莫纳根、
比利时人马楣等外商的入股投资。

1919年以后，马吉森等爱国商人赎
回矿权，恢复民族资本的完全控股，并
将观台镇至丰乐镇的轻便铁路改建成
标准轨道，安装 2×1000 千瓦发电机
组，又开凿台寨、复兴等新矿井。

从 1912 年到 1937 年 26 年时间里，
六河沟煤矿累计产煤 841.7 万吨，年均
达到32万多吨，1932年产量最高，达到
75.11万吨。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六河沟
煤矿已经跻身全国十大煤矿行列。

与此同时，周边的其他小煤矿，也
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怡立煤矿、中和
煤矿、致和煤矿等相继投产，形成了一
个以峰峰为中心的煤矿群。

全面抗战爆发后，峰峰煤矿被日军
控制。直到 1945 年 9 月，八路军才重新

接管峰峰煤矿。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 1949 年 9 月 18

日，峰峰矿务局正式成立，峰峰煤矿工
业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

1950年，第一次全国煤矿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间隙，一位苏联专家
的建议引起了峰峰人的极大兴趣。这个
建议就是长臂采煤法——变手镐采煤
为风镐采煤，以电溜子运煤代替人工
拉筐。

“用今天眼光来看，这种技术非常
普通，但当时的峰峰人却如获至宝。经
过攻坚克难，采煤方式的改变在短期内
就获得成功，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刘少
华介绍。

1951年3月16日，峰峰一矿申文远
首创风镐采煤114吨，超过了苏联著名
劳动模范斯大哈诺夫创造的 104 吨纪
录；3月17日，峰峰二矿马金宝创135吨
纪录；3 月 18 日，峰峰一矿杨二成又创
151吨纪录；3月22日，峰峰二矿罗永金
带领全小组又攀新高峰，创254吨风镐
采煤全国最高纪录。

同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以
《峰峰煤矿向毛主席报捷，风镐采煤量
创全国最新纪录》为题，报道了这一
消息。

到1952年，峰峰矿务局年产煤188
万余吨，是1949年年产量的三倍还多，
在国内煤矿中处于第一方阵。

“156项工程”的落地

“邯郸市内赵丛台，秋日登临曙色
开。照黛妆楼遗废迹，射骑胡服思雄才。
太行阵地漳河外，烈士陵园滏水隈。现
代经营基础厚，武安铁矿峰峰煤。”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作家郭沫若
1961年9月游邯郸丛台时所写的七律。
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古都邯郸的风貌，更
道出了“峰峰煤”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

仔细推敲还可以发现，郭沫若作这
首七律时，正值“156项工程”中的两个
峰峰煤炭项目投产不久——1959 年 9
月，马头洗选厂建成；1960年8月，通顺
二号立井投产。

这两个在当时代表着国家意志和
国家规划、由苏联援建的煤炭项目，为
何会选择在峰峰落地？

“作为我国煤炭大省之一的河北，
煤炭资源集中在冀东地区和冀中南区
域，具体来说主要是唐山的开滦煤矿和
邯郸的峰峰煤矿。无论从煤矿开采历史
还是开采水平看，在当时我省只有这两
个煤矿具备承接国家‘156项工程’煤炭
项目的能力。”刘少华分析。

至于为何最终选择了峰峰而不是
开滦，我们如今已难以找到明确的官方
解释，但从《峰峰煤矿志》中的一段话
中，似乎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通二矿（通顺二号立井）以生产
焦煤为主，可供冶金、发电、动力、民
用，是国家重要煤炭基地之一。本矿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产品经洗选后
运销上海、武汉、包头、北京等重要钢
铁基地。”

“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信息：生产
焦煤为主和运销重要钢铁基地。”刘少

华解释，“作为我省两大的煤炭生产基
地，峰峰煤和开滦煤在类型和品质上有
很大不同，开滦以气煤、肥煤为主，峰峰
则以肥煤、焦煤为主。在工业生产中，气
煤容易燃烧并适于制造煤气，肥煤主要
用于炼焦，焦煤则适于生产优质焦炭，
而炼钢必需的便是优质焦炭。”

今天的地质勘查已经表明，峰峰地
区的优质焦煤不但在省内独一无二，在
全国范围内品质也属一流。因此，想在
河北开采炼钢用的优质焦煤，峰峰无疑
是最佳选择。

此外，通二矿所在的和村镇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捷，北有和村火车站、南
有义井火车站，均与京广铁路相接。这
也是在峰峰建矿的一大优势。

1956年4月，当时的国家建委与煤
炭工业部批准了由苏联列宁格勒矿山
设计院设计的《峰峰煤和村地区通顺二
号井田初步设计》方案和《峰峰矿务局
通顺二号竖井设计计划任务书》，设计
年产原煤120万吨，服务年限65年。

1957 年 11 月，通顺二号立井正式
破土兴建，项目总投资4240万元。

1957 年 11 月 13 日出版的河北日
报，在2版刊发了通顺二号立井开工的
消息：“这对竖井井田蕴藏的煤炭是我
国著名的高级优质炼焦煤……完全采
用了最新式的技术，由采煤到运输、提
升等主要生产过程全部机械化、自动
化。这座矿井投入生产以后，峰峰矿区
的煤炭产量可比现在增长二分之一
多。”

在通顺二号立井动工前两个月的
1957年9月，在通顺二号立井工地以东
约 30 公里的一处工地，由苏联列宁格
勒矿山设计院设计的另一个“156项目”
马头洗选厂也已动工。

1959年9月，马头洗选厂正式建成
投产。马头洗选厂的投产，让峰峰矿务
局第一次拥有生产精煤的能力，该项目
因机械化程度高、工艺设备最先进、生
产能力最大被称为“亚洲第一”。

1959年9月27日出版的河北日报，
在 2 版显要位置刊发了马头洗选厂投
产的消息：“这座大型选煤厂是苏联帮
助我们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它的设计
能力每年能洗选原煤二百万吨。这座选
煤厂从受煤到运输、提升、破碎和洗选
等生产过程，全部是机械化，自动化。洗
选出来的精煤质量优良，符合大型钢厂
炼钢的要求，这座选煤厂提前投入生
产，对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将发
挥重要作用，它标志着我省的选煤工业
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两个作为国
家重点工程建设的煤炭项目，一直发挥
着重要性作用——据统计，在 1960 年
至 1988 年的 29 年里，通二矿共生产煤
炭 3900 万余吨，为国家经济建设尤其
是钢铁冶炼作出了很大贡献。

2008年6月30日，伴随着国企重组
的热浪，峰峰集团与金能集团强强联合
重组而成的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在石家庄揭牌成立。

如今，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已经发展
成为集煤炭采选、化工、电力、装备制
造、建筑施工、现代物流、工程设计等多
产业综合发展的大型企业。

今天的峰峰集团马头洗选厂今天的峰峰集团马头洗选厂。。 峰峰集团马头洗选厂供图峰峰集团马头洗选厂供图

位于峰峰通二矿旧址的峰峰煤矿展
览馆。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上世纪上世纪6060年代年代，，建成不久的通二矿主井建成不久的通二矿主井
井架与仓储系统井架与仓储系统。。 峰峰煤矿展览馆供图峰峰煤矿展览馆供图

河 北 是 全 国 主 要 产 煤 省
（市 、 区） 之 一 ， 截 至 2020
年，我省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228.54 亿吨，居全国第 12 位。
近代以来，我省先后出现了不
少著名煤矿，下面对其做一个
盘点。

开滦

开滦矿区位于唐山市境
内，隶属开滦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开滦煤矿在近代工业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北方的
大型煤矿之一。近代以来，开
滦煤矿的开发托起了唐山、秦
皇岛两座城市，中国第一条准
轨铁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
车、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
桥、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均诞
生在这里。

峰峰

峰峰煤矿原煤储量 35 亿
吨，煤矸石 3 亿吨。包括的煤
矿有四矿、五矿、万年矿、小
屯矿、黄沙矿、通二矿、薛村
矿、大淑村矿、梧桐庄矿等。
峰峰煤矿不仅储量大，而且埋
藏浅、品位高、宜开采，对发
展煤化工、电力、建材、陶瓷
等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邢台

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为冀中能源集团重要子公司
之一，前身为原邢台矿务局，
成立于 1973年 6月，是原煤炭
工业部直属的94家国有大型煤
炭企业之一，曾与国内其他三
家煤炭企业共同被誉为中国煤
炭行业“四小龙”，为中国煤炭
事业改革与发展作出过突出的
贡献。

井陉

井陉矿是我国最早兴建的
近代煤矿之一，石家庄地区第
一口机械化开采矿井，有“北
方最良之煤田”“百年煤都”

“开国第一矿”的美誉。井陉煤
矿在石门 （石家庄） 建立的石
门炼焦厂是中国第一家炼焦
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优质焦
炭，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使用
机炉炼焦并提炼各项副产品、
并达到日产焦炭百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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