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山 市

合山市是以发展煤、电能源为主的新兴城市。合山矿务局系广西目前最大的煤炭基地，年产煤量

为自治区原煤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合山煤，除供应本区需用外，还远销广东等地。合山电厂是全区

目前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年发电量占全区火力发电量一半左右。

位置面积 合山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东、西、南三面和来宾县毗邻，北与忻城县

接壤。市域东西最大横距 1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4 公里，总面积为 350 多平方公里，折合

525,000 亩。其中陆地 513,259 亩，占总面积 97.76%；水域 11,741 亩，占总面积 2.24%。工

矿用地 10,808 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2.05%。市治岭南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20 公里。

建置沿革 秦属桂林郡辖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领方县，合山为领方县地。

三国属临浦县地。两晋至隋，复属领方县地。唐贞观五年（631 年），置羁縻思刚州，合山为

其辖地。五代因之。宋天禧四年（1020 年）置迁江县，合山属之。自元代至解放初，沿袭不

变。1952 年迁江县并入来宾县，合山为来辖地。1981 年 6 月，以合山煤矿区为中心来宾县部

分地区成立合山市（县级）。

行政区划 1984 年设 2 乡 1 镇：北泗乡、河里乡、岭南镇。下辖 g 个城镇居民委员，29

个村民委员会，141 个自然屯。市治岭南镇，有 7,974 户，46,103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市人口为 107,524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07.21 人，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17.86‰。其中壮族 63,234 人，占总人口 58.81%；汉族 37,267 人，占总人口 34.66%；

其他少数民族有蒙、回、苗、彝、满、侗、瑶、水、仫佬、毛难、京族，共 7,023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6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笫三次

人口普查

198 3 年

年 末

人口数

1984 年

年 末

人口数

比

1964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7539 19859 21024 19.87 5.87

总 人 口 49194 101694 104659 107594 118.57 5.73 2.74

性别

构成

男 55219 55958 1.34

女 46475 51566 10.95

地区

构成

城 镇 13853 41503 45352 227.38 9.27

农 村 35341 60191 62172 75.92 3.29

自然条件
地 形 地势西北高，西南低。最高处是市区北部的四月八岭，最低是南部红水河畔怀集

村的下岭片。全市有两个较大的准平原，一是包括北泗等 10 个行政村在内的较大的溶蚀盆地，

另一是以河里等 3个行政村组成的丘陵谷地。红水河贯穿全市，弯曲如带状。

山 脉 东部，属勾漏山脉大明山支脉，为二叠系合山组地层。较大的山峰有东北部的蓬

龙山、四月八岭、司烟山、天堂山、凤凰山等 35 座。最高的是海拔 593.2 米的四月八岭，次

为海拔 518 米的司烟山，海拔 409 米的天堂山。

河 流 红水河自忻城入本市西北部能容村，向东流至岭南镇西部折而南向，至怀集村流

往来宾县。常年可通航，河岸线长 25.3 公里。支流有石榴河、怀集河等 4 条，均由东北向西

南流入红水河。红水河年最低水位 57.47 米，年最高水位 85 米，年平均流量 1,200-2,720 立

方米/秒。

气 候 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 20.6℃。最冷是 1月份，最低气温为-3.3℃；最热是

7、8两个月，最高气温为 39℃。一般无霜期约 320 多天，1984 年霜期仅 7天。年最高蒸发量

为 1,542.1 毫米。年降雨量为 1,203.9-1,719.4 毫米。雨期多集中在 6至 8月，占全年降雨量

的 49.84%。月降雨量最多为 791.5 毫米，日降雨量最多为 139.7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08.6 小时，占可照数的 36.24%。年平均相对湿度 76-82%。全年多东南风。寒露风多数于

10 月上旬开始出现，但一般不影响晚稻的正常生长。灾害性气候主要有旱、涝灾，据历史资

料记载，9月份以后多有旱象出现。1963 年上半年的大旱灾，使早稻严重减产失收。另外，由

于雨水期较集中，往往使车亭等 8个行政村低洼地带发生水灾，农作物失收。

土 壤 全市土壤有 5个土类，14 个亚类，24 个土属，60 个土种及变种。水稻土面积 55,674

亩，占土壤总面积的 28.3%。旱地土壤中，红壤土有 21,605 亩，占土壤总面积的 11%；石灰土

9,414 亩，占 4.8%，紫色土 300 亩，占 0.1%；冲积土 3,212 亩，占 1.6%。适合农作物生长的

土壤有 68,796 亩。占耕地面积 76.3%，酸性到强酸有 9,650 亩，占耕地面积 10.7%；碱性土壤

有 11,759 亩，占耕地 13%。土壤酸碱度比较适中，只有少数酸性较重或碱性较重的土壤亟待



改良。

资 源 合山煤田储藏量 6亿多吨，按年产 200 万吨计算，可开采近 300 年。有丘陵 224,265

亩，宜于发展林、牧业。有石灰岩石山万余亩，为发展以石灰石为原料的工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丰富的矿渣、煤矸石，系发展建材工业的原料。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 11,780 万元，人均产值 1,095 元，比 1978

年工农业总产值 9,539 万元增长 23.5%。1978 年以来，平均年递增 3.9%。

工 业 本市工业以煤、电为主。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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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7884.0

37.2

7846.8

100

0.47

99.53

7398

28

7370

100

0.38

99.62

8783

24

8759

100

0.27

99.73

9586

241

9345

100

2.51

97.49

21.59

548.37

19.09

29.58

760.71

26.80

9.14

904.17

6.69

3.31

36.60

2.95

选煤楼

煤炭：合山煤矿自 1905 年开始土法开采，至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1933 年成立私营合山

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 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与中国银行合资接办。其时，

生产设备极少，工具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工人生命安金和生活收入毫无保障，原煤产量很低，

三十年的产量总和比不上现在一年产量的一半。建国后，1950 年 1 月改称广西省合山煤矿，

1962 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山矿务局，矿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机械化生产的设备日渐增

多，逐步代替了笨重落后的手工操作，安全措施日臻完善，采掘金用风（电）钻打眼放炮，有

的工作面用机器开采，运煤有电机车输送，部分矿区工人上下矿井有电车乘坐，职工生产积极

性大大提高，促进了煤炭产量均衡上升。1981 年以来，连年超额完成产煤计划。1984 年，产

煤 180 多万吨，为 1949 年的 62.55 倍，产值分别比 1981 年和 1982 年增长 17.89%和 13.51%。

全局现有 8对矿井，其中有竖井、斜井及平垌。各井最大设计能力年产原煤 60 万吨，最小为

6万吨。另外，1984 年全市共开小煤窑 59 座，产煤 38 万吨，产值 684 万元。为了促进煤炭生



产的发展，市内开办有煤矿机械厂、电器设备厂、水泥厂、砖厂等。生产的矿山机械设备如刮

板机、皮带机和提升绞车等等，不仅供应本市，还销往区内外。

电力：1967 年元月开始建设合山电厂，计划装机 8台，总装机容量为 52.50 万千瓦。1978

年已有 6台机组投产，装机容量为 32.50 万千瓦。合山电厂解决市内厂矿生产用电外，强大的

电流还通过 4条 22 万伏、2条 11 万伏、4条 3.5 万伏的高压输电线路，送往全区各地。1984

年，发电量为 109,591.7 万度，占全区主网发电量的 64.24%，比 1978 年增长 42.57%。

合山电厂外景

交 通 柳（州）邕（南宁）公路从北到南穿越本市，境内长 23 公里；合（山）来（宾）、

合（山）忻（城）及矿区公路网，纵横市间。全市现有机动车 915 辆，其中有公共汽车 7辆，

专用客车 7辆。市内设有汽车总站和汽车客运业务站 6间，有长途班车 3辆，还有市内外单位

和个体经营的客车 10 多辆参加营运。每天从合山开往南宁、柳州、玉林、贵县、黎塘、宾阳、

忻城、来宾、宜山、博白等地的客车共 26 个班次，过境客车 24 个班次。据汽车客运站 3辆长

途班车营运情况的统计，1984 年客运量 102,970 人次，营业额 456,659.68 元。据统计，1983

年载重汽车 66 辆，货运量 85,981 吨；1984 年 77 辆，货运量 215,111 吨。

铁路方面，合山至来宾一段，全长 65 公里，除运煤专车外，每天还对开混合客车 1 列，

乘客由合山出发，当天可换乘开往南宁、重庆、北京、上海、广州的各次列车，甚为方便。火

车的客运量，1983 年为 20.2 万人次，营业额 23.3 万元，1984 年为 22.6 万人次，营业额 22.6

万元．1984 年货运 233.2 万吨，营业额 816.7.万元，比 1983 年分别增长 6.1%和 8.61%。此外，

还有 4条铁路专用线，贯通市内 6矿 2厂。

水路交通方面，红水河流经市境西南，枯水期可通 60 吨的机动船，逆水可达大化水电站，

顺水可通广州。但港口尚待兴建。

邮 电 1984 年，全市有邮电局 1处，邮电支局 2处，邮电所 8处，有线电话长途台 1处，

职工共 86 人。邮路总长 81 公里，市郊各乡村均通邮。有 15 个电话总机，共安装电话单机 481

部。邮电局有电报设备 3台，5个支局；所可直接办理长途电话、拍发电报业务，有 1处可办

电汇业务。业务总额 175,223 元。

市政建设 建国前，合山地区总人口不到 2万人，只有 4个小圩场，圩亭少且破烂不堪，

街道狭窄，人群拥挤，买卖商品，多在露天交易。合山煤矿仅有几栋泥墙瓦房，供职员办公和



居住，窿工多自搭茅棚住宿。矿区道路坎坷不平，饮用水须用火车从几十里外拉来供应，晚间

无电灯照明，甚为荒凉。

建国后，合山面貌大为改观。1951 年到 1981 年，国家投资 326.31 万元，建菜市 7 个，

修筑公路 49 公里，建自来水厂 1个，水塔 1座，大蓄水池 12 个，输水管道 204.5 公里。1983

年和 1984 年分别供水 7,949，994 吨和 7,599,187 吨，供水面积 11.5 平方公里，除厂矿、城

区用水外，郊区有 4个村也用上了自来水。厂矿农村普遍用上了电。

建市后，1982 年到 1984 年，国家投资 585.75 万元，兴建城区房屋 26,124 平方米，铺沥

青路 23.3 公里，修建城区街道共 2,400 米；此外，添置了 9辆客车。现有公共汽车 14 辆，营

运线 3条，共 45 公里，日客运量由 400 多人次增到 1,000 多人次。

商 业 本市是忻城和来宾两县邻近乡村的农副产品集散地。1981 年建市后，商业有了很

大的发展。1984 年，全市共有商业网点 1,181 个，从业人员 1,500 人。其中，国营商业网点

64 个，职工 259 人；集体商业网点 57 个，从业人员 118 人；个体商业网点 1,060 个，从业人

员 1,123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913 万元。目前，第三产业正在迅速发展。

农 业 1984 年，郊区有农户 10,929 户，64,221 人（劳动力 27,238 人）。耕地面积 87,747

亩，其中水田 53,993 亩，旱地 33,749 亩，人均有耕地 1.37 亩。郊区有中小型拖拉机 253 台，

3,861 马力，平均每马力负担耕地 22.73 亩。

市郊历来以种植水稻为主，且多为双季稻，其它作物有黄豆、玉米、花生、木薯、甘蔗等。

1982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 5,288 万厅，创历史最高纪录。比 1980 年增长 24.74%。1983 年总

产量为 5,253 万斤。1984 年，遇严重虫灾和风灾，总产最 4,152 万斤，比 1983 年减产 20.96%。

1984 年秋种蔗 5,585 亩，产蔗 10,546 吨。平均亩产 3,800 斤，比 1983 年提高 52.45%。城市

蔬菜供应主要靠郊区。1984 年，全市需要量约 500 万斤，郊区仅供应 307 万斤，其余从外面

调进。目前，城镇矿区蔬菜供应不足，极需采取措施解决。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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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1655

1164

23

270

194

4

100

70.33

1.40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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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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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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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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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

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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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35.0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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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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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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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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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32.6

-82.6

114.1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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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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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21.3

-90.7

95.9

15.5

-33.3

4.8

-6.4

-25.3

13.5

27.4

-10.9

林 业 1984 年，全市森林面积 66,000 亩，森林覆盖率为 12.6%。其中，国营柳花岭林场

（下设东矿、南洪、上垌 3个分场）经营面积 52,000 亩，有林面积 34,364 亩，主要有松、杉、

荷、竹等。立木积蓄量 4万立方米。



牧韭、渔业 大牲畜主要是牛，且多为役牛，少部分作菜牛。1984 年底，有牛 11,465 头，

比 1983 年多 1,587 头，增长 13.84%。有山羊 1,068 只，比 1983 年增长 25.8%。渔业方面，可

养殖水面有 6,600 亩，已养殖者 仅 3,600 亩。1984 年，水产量 75,000 斤。

土特产品 百合粉：市东北和西北部的山岭上，遍长百合花，其鳞茎加工成粉，即为营养

丰富的百合粉。百合可入药，有滋阴、止咳、清热、安神及利尿等功效。百合粉系本市传统产

品，但产量少。

金银花：市境内荒山野岭皆有生长。最高年鲜花收购量达 12 万斤。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黄精：俗称山姜，境内石山上均有生长。黄精有补气、润肺、生津等功效。

红瓜子：市郊出产红瓜子，年上市量曾达 1万多斤。

鳝鱼：境内稻田、河沟中多产之。蛋白质含量高，磷、钙、铁等矿物质和甲种维生素兼备，

全身可入药。但因滥于捕捉，加上农药毒害，目前产量明显减少。

水 利 南洪水库是全市最大的水库，面积 1,500 多亩，蓄水 600 万立方米，可灌溉 10,000

多亩农田。此外，还有怀集、东亭、洛沙等 11 座水库，库容共 1,802 万立方米，能灌溉 13,200

多亩。建有溯河电灌站水渠，长 26.3 公里，可灌溉万余亩农田。1984 年，全市旱涝保收面积

达 36,492 亩，占水田 67.58%，除山区少数的几个行政村外，其余所有稻田用水问题，基本解

决。

财政金融 合山建市以来，财政收入连年增长。1982年财政收入550万元，财政支出177.96

万元；1983 年财政收入 716.96 万元，财政支出 255.76 万元；1984 年财政收入 818 万元，财

政支出 284 万元；两年分别超额 23.28%和 26.25%，完成上级分配的收入任务。1984 年的财政

收入，分别比 1982 年和 1983 年增长 48.73%和 14.09%。三年来，财收政支平衡，略有结余。

1984 年的税收，比 1982 年和 1983 年分别增长 68.04%和 19.61%。1984 年，全市城乡储蓄存款

达 1,268 万元，人均存款 117.93 元，其中农村存款 201.2 万元（人均存款 33.13 元）。1984

年发放各种贷款 5,457.4 万元，当年收回 5,464.87 万元。在贷款中，小煤窑贷款占农业贷款

的 54.54%，促进了煤炭生产的发展。三年来，小媒窑产煤 100 余万吨，累计销售收入达 1,211.15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全市国营厂矿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 1,126 元（含奖金和补贴），市效

农民人均年收入 206 元。1984 年，全市销售手表 9,980 块，自行车 2,075 辆，缝纫机 308 架，

摩托车 18 辆，电视机 581 台，收录机 699 台，电风扇 1,099 台，洗衣机 173 台。据矿区 100

户职工生活调查，户均在业人员为 2.87 人，占家庭人口 58.57%；户均月基本工资收入 143.58

元，月生活支出 141 元；有手表 254 块，缝纫机 100 架，电风扇 89 台，电视机 68 台，收录音

机 25 台，收音机 20 台，自行车 48 部，摩托车 2 辆，洗衣机 20 台。另据 1984 年北泗乡 402

户 2,169 人的统计，经济总收入 80 多万元，户均 2,067 元，人均 383 元；1983 年以来，建新

房的有 82 户，共 246 间，占总户数 20.3%；买电视机的有 81 户，占总户数 20.1%。1984 年厂

矿城镇新建住房面积 37.264 平方来，人均住房面积达 7平方米。



工人俱乐部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仅有北泗、河里、溯河等 3 所中心小学和 20 多所村国民基础学校，约

有学生 2,000 人。1984 年，市内有高中 2所，19 个班，学生 865 人，教职工 99 人，其中教师

51 人；初中 21 所，79 个班，学生 3,504 人，教职工 289 人，其中教师 245 人；小学 37 所，

411 个班，学生 14,628 人，教职工 609 人；幼儿园 11 所，121 个班，幼儿 3,840 人，教职工

188 人；中学附设农业班 2 个班，学生 98 人，专职教师 2 人；技工学校 1 所，2 个班，学生

98 人，专职教师 7人；煤炭工业学校 1所，9个班，学生 341 人，教职工 86 人，其中教师 42

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共有 64 所，643 个班，在校学生 23,374 人，教职工 1,280 人。全市适

龄儿童 11,873 人，入学 11,722 人，入学率为 98.73%。1982 年，考取大专学校 14 人，中专

31 人，1983 年和 1984 年，考取大专的分别是 7人和 4人，考上中专的分别为 33 人和 27 人。

1984 年，全市有职工学校 26 所，专职教师 55 人，80 个班，学员 2,400 人；办各种短期训练

班 40 个班，受训人员 1,148 人，结业 804 人，占受训人数 70.03%。农民业余教育也有了发展。

科 技 1981 年，有煤炭、电力、机械、医药卫生、矽肺病研究、农业等学会和科技小组。

1984 年，有广西煤炭科学研究所、合山矿务局科技设计科等科研单位，共有专业科技人员 1,952

人。其中，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1,003 人，自然科学技术人员 949 人。科技人员中取得技术职称

的共 1,369 人，计有高级工程师 7 人，工程师 51 人，农艺师 1 人，主治医师 9 人，会计师 1

人，律师 1人；助理工程师 102 人，助理农艺师 6 人，技师 5人，医师 47 人；其他各类技术

人员 1,139 人。

1976 至 1984 年中，市、厂、矿科研单位推广先进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有 312 项，其中研

制黄根药片成功，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四等

奖各 6 项。液压同步清车器被列入煤炭部研究项目；获一等奖的#4.5 炉屏式过热器改造，使

管道寿命廷长 20 倍以上，又提高了安全性；获二等奖的#4 炉燃烧器改钝体，能使低热煤燃烧

稳定，提高锅炉热效率，每年可节约 50 万元左右。此外，研制成功的 SGW-2 ZB 刮板机、Y2320

鉋齿机等，填补了区内空白。改革成功的恒功率可控硅电炉、高频淬火机床等，提高了生产效

率。

文化艺术 1984 年，有电影院 3 座，35 毫米座机 1 部，工作人员 14 人。还有 5 部 35 毫

米、20 部（内含农民自办 11 部）16 毫米电影放映机，放映人员 48 人。市有图书室 13 间，藏



书 31,670 册，报刊杂志 603 种。市新华书店 1间，工作人员 6人，门市部 1处；1984 年，发

行图书 329,656 册，比 1978 年增长 1倍多。全市有厂矿俱乐部、文化室 11 个，农村文化站、

室 5个，电视差转台 2个，广播站 2个，广播室 10 个。

卫 生 1984 年，全市有医院、疗养院、疗养院、卫生院各 1 所，卫生所 18 所，卫生防

疫站、妇幼保健站各 1 个，有病床 299 张，医务人员 491 人，其中有主治医师 9 人，医师 47

人。

工人疗养院的医务人员，经过 12 年动物实验、临床实践，研制成功治疗粉尘矽肺的黄根

药片，已通过国家鉴定，即将由药厂生产。

1984 年，育龄妇女有 17,283 人，做节育手术 4,769 人，占育龄妇女总数的 27.59%。己领

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1,087 对，比 1983 年增加 15.15%。

体 育 市内体育运动以篮球为最。能够供训练和比赛的运动场地有 2 个，有看台的灯光

球场 10 个，无看台的 6 个，简易球场 40 个。1960 年，曾获自治区煤炭职工乒乓球赛男子单

打第一、二名．女子单打第一名。

文物胜迹
八仙岩 位于北泗圩南面的仙掌山腰上，距城 4公里。岩离地面 30 多米，岩洞全长约 20

多米，分前后两厅。前厅宽，开有廓门，门书对联“仙洞宏开堪避日机滥炸，岩中小憩权将时

事倾商”；横批是“仙掌山岩”。后厅稍窄，2米多宽，有望月楼，与龙王清泉相对，晚间，可

望明月西落。登岩向南眺望，远近稻田，独山尽入眼帘，是本市的游览胜地。

龙王清泉 位于北泗乡龙王村旁，泉水自大片石隙中奔突涌冒。如逢雨季，泉眼之水，犹

如伞状，高出水面，流向四方，尤为好看。水冬暖夏凉，清澈如镜，四季长流。泉面约四五十

平方米。

佛山石林 从北泗圩沿邕柳公路南行 3华星，便到佛山。山顶石峰林立，有的直如剑，圆

如柱，有的扭曲，有的歪侧，高低大小不一，参差不齐。在石林之下，有一狮岩，岩口象一头

雄狮正张巨口，下颔中部有一石头如舌弓起，似在吼啸。山高 70 米左右。登上山顶，不仅可

观赏石林和东南面的灵台瀑布，还能瞭望从北迎面奔驰而来的汽车，以及一列列满载着煤炭的

火车沿山脚而过。

四月八岭 位于本市北部，傲立群山之中，离城区 12 公里，可通汽车。岭上松、杉、荷

木错杂，草丛中百合花香，沁人肺腑；山脚溪水清凉。沿山路攀达峰顶，可望见 50 公里外的

来宾县城和本市山峦起伏的景色。

灵台瀑布 位于瀑泉村、灵台村之间的灵台坳口，高约 50 米。每逢雨季山洪汇聚之时，

水便从灵台经坳口悬崖直泻而下，形成五六米宽的瀑布。隆隆之声，如惊雷轰鸣；水帘雪白，

似巨镜反射，极为壮观。

著名人物
李荣初(1894－1977) 原广东省吴川县人，1934 年定居合山。工人工程师，中共党员。腿



伤致残，仍坚持工作，积极钻研防尘技术和改革风钻技术，效果显著。退体后仍参加义务劳动，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解放以来，多次被评为矿、局先进生产者，1982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他

补发了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凌应楠(?－?) 号汝材。北泗乡屯山村人，清咸丰辛酉年（1861 年）殿试录取二等。同治

九年（1870 年）任永宁州（今永福县）训导，后升浔州府教授。治学认真，为人清正。著有

《挐云山馆诗集》。

重要事件
广西最早修建铁路——来合铁路 广西境内铁路之建筑，以合山煤矿公司所筑自合山至来

宾之窄轨运煤铁路为最早。路全长 65 公里，沿线设合山、柳花岭、思光、河里、白鹤隘，桥

巩、古瓦、来宾等 8个车站。1935 年筹建。自鹤隘至王所一段，1938 年 1 月通车；合山至王

所一段，同年年底通车；1941 年 9 月全线通车。1969 年 3 月，来合铁路由窄轨改建准轨，1970

年 9 月竣工通车。

合山解放 1949 年 12 月 l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小组进驻并接管合山煤矿，次年元月

5日，全矿复工。

水淹石村矿 合山矿务局石村矿竖井，1980 年 12 月间，掘进巷道时打穿地下水，每小时

涌出水量约 4,000 吨，因排水能力不足和分区防水措施未形成，48 小时内，矿井被淹，损失

甚大。

东矿皮带井投产 该井 1976 年 10 月开始建设，1983 年 4 月正式建成投产，是广西目前井

型最大的皮带化运输矿井，它的建成投产，使东矿斜井产量比原来提高 6倍左右。

茶山煤仓兴建 为了保证发电所需燃料的正常供应，1983 年 4 月，合山电厂将原来位于该

厂东南角的油茶山山头推平，建造煤仓，计划 1985 年底前建成。煤仓建成后，可储煤炭 40

万吨，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煤仓。

正在建设中的荼山煤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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