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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1日，祖父再次受邀参加国庆观

礼，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这一年，他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年底，他迎
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初
为人父带给他更大的工作热情和动力，他身体里
巨大的能量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

1951年1月28日的《淮矿工人》刊登了祖父
写给毛主席的信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予的回
信——

丰绪然写信给毛主席后，中共中央复信勉
励，希望团结群众为国家增产更多的财富而努
力。复信全文如下：
绪然同志：

向毛主席报告你矿一年来生产成绩的信已
收到。你们在采煤、岩石掘进、机械制造等方面，
创造了新纪录，特向你们致以祝贺。你们这种成
绩的获得，是发挥了工人阶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结果，希望你们更好地团结群众、厉行节约、提高
技术，发挥生产中的潜在力量，为给国家增产更
多的财富而努力。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九日

1951年12月，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冬日的
气息渐浓，大通矿笼罩在热烈的生产气氛中。为
了迎接 1952 年的元旦，大通矿开展“挑硬仗运
动”。当时的大通矿正在推行技术改革，试验新
采煤方式——急倾斜煤层台阶式采煤法。在试
验阶段，因顶板压力大，不好控制，工作有危险，
整个试验工作进行得很困难。祖父做为一名新
党员，踊跃参加新采煤方式的试验，并在实践中
摸索经验。在苏联专家指导的基础上，结合实际
工作情况，大胆提出把10米小台阶改为20米大
台阶。经过试验，效率提高一倍，出煤率提高，丢
煤率减少，并首创日采72米，出煤145吨的全国
风镐采煤最高纪录。

1952年1月5日的《上海新闻日报》刊发了名
为《淮南煤矿国庆大队第一队再创全国采煤新记
录》的消息，报道了这件事情。

【上海讯】国营淮南煤矿实行新采煤法的国

庆大队第一队，得到井下运输工人的有力配合，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再创一天内工作面全员
平均采煤十八点一九四吨的全国新记录。那一
天，全队三十六名职工在急倾斜全充填式新采煤
法场子上，采出了中硬煤质的煤六百五十五吨，
支柱五百二十八根，全员平均效率达到十八点一
九四吨，超过了去年四月二十六日所创造的全国
记录（十一点八五一吨）百分之五十三以上。

三
1954 年，著名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

写下了一段激情四溢的文字：“亲爱的孩子：我六
月二日去安徽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
山水库，到十二日方回上海……祖国的建设，安
徽人民那种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叫人真兴奋。
淮南煤矿的新式设备，应有尽有：地下三百三十
公尺深的隧道，跟国外地道车的隧道相仿，升降
有电梯，隧道内有电车，开采的煤用皮带拖到井
上，直接装火车。原始、落后、手工业式的矿场，
在解放以后的六七年中，一变而为赶上世界水平
的现代化矿场，怎能不叫人说是奇迹呢？”

以措辞严谨著称的傅雷，用“奇迹”两字来表
达参观后热血沸腾的感受，代表了那个激情燃烧
的岁月里亿万中国人的真情实感。当时的中国
大地，处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大规模社会
主义建设的火热场景。我想，祖父丰绪然应该是
那火热场景中最动人的风景之一。

解放前，淮南煤矿只是在提绞方面改用了
蒸汽绞车，加强了运输系统的能力，而采煤工具
仍沿用笨重的手镐，井下运输用人力推，掌子面
出煤用大筐抬，采煤工人照明还是几人合用一
盏小油灯。由于设备简陋，生产工具落后，加上
工人饱受奴役和压榨，劳动情绪和生产效率极
低。

从 1953 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
活中居首要地位。淮南煤矿以建设600多万吨
煤炭生产规模，创建大型一流煤炭企业为目标作
为“一五”时期的发展战略。这个时期，淮南煤矿
的广大职工怀着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
貌的强烈愿望，形成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生产
建设高潮，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记录，谱写

了火红年代淮南煤矿的壮丽诗篇，“一五”时期成
为淮南煤矿重要的奠基时期，从1949年到1966
年十七年的时间里，淮南矿区初步奠定了具有当
代水平的国有煤炭企业基础。

上世纪80年代，煤炭行业从原来以人工为
主的劳动密集型采矿模式转向智能化、自动化的
采煤作业。这种技术形态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
采煤效率。过去工人下井，都要背“三大件”：斧
头、铲子、手镐，煤矿采掘工作全靠工人肩扛手
抬。慢慢地，开始采用风钻和炸药，直到现在采
用综合机械化采煤、综合机械化掘进，机械化程
度分别达到95％与80％。

如今的淮南矿区，正在积极响应国家煤炭工
业高质量发展号召，新一代淮南煤矿人立足“机
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在机械化开采、自动化
开采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井下综采技术与
装备已经从依赖进口到基本实现国产化。淮南
大地上建起的一座又一座智能化煤矿，开启了煤
矿智能化开采的新时代，并不断向无人化开采迈
进。在不久的将来，提起煤矿人再也不是满脸煤
灰的矿工形象，干净整洁的操控室里，技术人员
通过地面操控完成远程无人采煤的时代近在咫
尺。如果祖父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他曾用热血和
生命奋斗过的煤矿而欣慰骄傲。

翻开淮南煤矿史，回望淮南煤矿100多年的
风雨历程，几代淮南煤矿人用汗水、智慧、甚至鲜
血和生命写就了淮南煤矿的壮丽篇章。我做为
矿工子弟，听闻了祖父为煤矿建设奉献了一生，
目睹了父亲为煤矿建设挥洒青春。如今，我已成
家立业，我的爱人仍然在为淮南这座城市的现代
化煤矿建设发展添砖加瓦。从全国劳模风镐手，
到煤矿机电技术骨干，再到智能化矿井建设的践
行者，祖父、父亲、爱人三代人用各自所学脚踏实
地地从事着同一行业的工作。祖父就像一座永
远的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煤矿人前赴后继，
共同描绘美丽矿山的新画卷。

淮南作为“华东工业粮仓”，丰饶的煤炭资源
养育了几代人。作为矿山子弟，我们依矿而生，
依矿而长，矿山养大了一代代矿工子弟。我们的
后人仍将依靠这片山水生存，我们有责任建设好
这片热土，让我们的后代依然可以享受到这片土
地带来的富饶。

煤矿铸就的煤矿铸就的丰碑
——全国劳模丰绪然的光荣岁月

丰 婷

图一：丰绪然（左二）在北

京参加观礼时的留影。

图二：1951 年 1 月 28 日的

《淮矿工人》刊登了祖父写给毛

主席的信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给

予的回信。

图三：1950年9月15日，皖

北区劳动模范代表出席全国劳

动模范代表大会时合影（左二

为丰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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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