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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载发展历程

在采访新庄孜煤矿退休老干部李志东，谈
到关于解放后八公山矿场的发展时，时年95周
岁的他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回忆道：刚解
放时，矿场附近的散兵游勇不断骚扰破坏，党和
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清剿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
子，推翻了压迫工人的把头制，成立了矿山管理
委员会，广大矿工扬眉吐气，生产热情十分高
涨。1950年2月6日，因上海部分电厂遭国民党
军队飞机轰炸，淮南电厂将第三发电所1台2000
千瓦发电设备拆装至八公山，建设发电厂，3月
动工，9月竣工发电，八公山矿场开始有了自己
的电厂（1956 年 2 月 6 日停止发电，机组调拨山
东省新汶煤矿，厂房交淮南肥皂厂）。这年，八
公山矿场井下开始使用机械通风，用安全矿灯
代替煤油灯，安装了一部640马力的压风机，通
风安全得到了改善，还建立了新机厂和轮窑厂。

《新庄孜煤矿志》记载：1950年9月20日，成
立的“九·二○”采煤大队，开始使用风镐采煤，
提高了生产效率，全矿逐步用风镐代替手镐。11
月10日，在南九槽试验单一长壁式全冒落顶采
煤法获得成功，受到局、淮矿总工会、中央煤炭
总局的奖励和通令表扬。落垛式采煤法随之被
淘汰。12月16日夜班，工人陈玉华以6小时10
分钟的时间，用风镐采煤88.88吨，超过了全国各
煤矿场采煤生产的最高纪录。12月26日中班，
风镐手巩振海7小时之内采煤127吨，超过了苏
联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的采煤纪录。

1952年8月5日，苏联专家马立柯来矿，参与
审议井下一水平（负47米）开拓方案。通过拓展
建设，扩展了井下采场，八公山煤矿原煤产量从
1951年的40.84万吨到1952年跃至73.97万吨。

1953年，中国借鉴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制
定并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优先发展基
础重工业。这年3月，新庄孜煤矿取消人工手镐
采煤，采用炸药放炮，首次使用风镐与割煤机采
煤。3月5日，新庄孜煤田勘探工程全面开工，目
的在于扩大产量。4 月，苏联专家尤里耶夫来
矿，建议加强矿区北部掘进。当年，朝鲜煤炭相

到新庄孜煤矿参观。
1954年4月1日，新庄孜矿井开始第一次改

建扩建，设计年产量 120 万吨，从一水平（负 47
米）向二水平（负112米）延深，增大一号井、三号
井的提绞能力；二号井由绞车提升改为皮带机
运输，原煤可以从井底直达地面铁路煤仓。在
采煤工作面，1954年3月19日，继前一年使用割
煤机后，第一台康拜因割煤机（多功能采煤机）
在南部小7槽使用。1955年，原煤产量达到120
万吨，提前实现改扩建设计的生产能力。1956
年10月底，第二水平投入使用，生产能力正式提
高到120万吨。当年，苏联煤炭专家到新庄孜煤
矿考察。

1957年4月1日，新庄孜矿改建工程111项
全部竣工并使用。1958 年 5 月 24 日，毕家岗矿
井破土动工。10月1日，投入生产。后两矿经历
两次分离合并。

1958年6月，新庄孜煤矿开拓第三水平，即
矿井第二次改扩建，由第二水平向三水平（负
262米）延深，同时开拓直径6.5米的大型立井作
为生产副井。1959年11月，毕家岗矿荣获“全国
大面积高额丰产矿第一名”“全国水采第二
名”。1960年3月，毕家岗矿再次被评为全国17
个高额丰产矿第一名。新庄孜矿被评为大面积
高产矿。当年，新庄孜煤矿大井产煤251万吨，
小井产煤34万吨，总产量达285万吨，成为当时
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矿，上缴国家利税2397万元，
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4 年 11 月，新庄孜延深开拓四水平（负
412 米），设计生产能力 180 万吨（1970 年 5 月投
入生产）。为使矿井辅助提升能力与生产能力
相适应，1978年5月，兴建新八号井（1983年正式
投入生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1980 年，新庄孜煤矿开拓延深六
水平（负812米），布置南一、北一、北二、北四共
四个采区，设计年生产能力为270万吨。

1984 年 3 月 9 日，新、毕两矿最后一次合
并。当年，新庄孜煤矿实际产煤220.53万吨（不
含毕家岗煤矿），再次成为华东地区产煤最多的

大矿。
1990 年，新庄孜煤矿被中国煤炭总公司命

名为“质量标准化矿井”。同时，被评为“全省创
最佳经济效益竞赛先进单位”和“煤炭工业省级
先进企业”。1991年，被能源部、全国煤矿地质
工会评为“全国统配煤矿矿际竞赛先进矿”。

2003 年，新庄孜煤矿开拓延深七水平（负
1000米）工程，分8个采区，设计年生产能力为年
400万吨，成为淮河以南最深的煤矿。

2004年8月，新矿开始实施高定位技术改造
和扩建13项工程，即第四次改扩建，设计生产能
力为年400万吨，总投资近5亿元，12月20日竣
工。当年原煤产量达到292.5万吨，为建矿以来
最高记录。

2005年11月21日，淮南矿业分公司为新庄
孜煤矿开工建设现代化新型煤炭矿井——“新
淮工业广场”（新工广），采淮河二道河中洲地下
煤炭。

2014年5月，李嘴孜煤矿（2004年，李嘴孜煤
矿与孔集煤矿合并为孔李公司。2007 年，改名
为李嘴孜煤矿）并入新庄孜煤矿。

正当新庄孜煤矿通过2004年技改和扩建，
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确定推行煤炭行业
去产能要求，淮南矿业集团公司决定并经国家
批准，压缩矿井数量，新庄孜煤矿作为去产能矿
井，七水平开拓延深工程于2015年12月停止施
工。2017年11月30日，煤矿最后一批工人分流
到谢桥矿，各个矿井逐步关闭。2018年9月底，
煤矿全部回收结束。

新庄孜煤矿从1946年探明，1947年开采至
2018 年完全关闭（采煤至 2017 年），历时 70 余
年，它是淮南地区曾引以为傲的10个矿中寿命
最长的煤矿，也是淮南矿务局职工人数最多的
煤矿。1991 年，煤矿全民在册职工人数最高时
达到 19196 人。70 多年来，共生产原煤 1.35 亿
吨，新庄孜煤矿职工、干部 3 代人，将他们的智
慧、汗水奉献给煤炭事业，供应着淮南和华东地
区电厂、厂矿及人民生活用煤，支持江浙沪的崛
起和繁荣。

荣载七十年的
新庄孜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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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
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单位已完成
淮河早报新闻记者证核验自查工作，现将拟通过
年度核验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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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孝诚 冉 韬 唐 楠 王 刚 李 伟
王 莉 张明星 李 军 王 玲 刘 玉
苏爱华 赵玉梅 花 丽 张昌涛 苏国义

柏 雪 李 严 冯登成 李舒韵 廖凌云

公示时间：3月1日-3月10 日
监督电话：0554-664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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