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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早中期，陕北榆林一带森林茂密、水草丰美，

遍布河湖泥沼，一片水乡泽国。其时，广袤的原野气候温润，物竞天择，生

长着蕨类植物和苏铁类、银杏类高大乔木，浓荫遮蔽了阳光……后来，一次

次地壳运动以其巨大的自然力量，重塑又颠覆这种景观，把植被搬运到河湖

沉积下来。随着地壳多次的抬升和沉降，最终造就了一个神秘的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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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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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 （现陕西省煤田地质局） 一
八五队提交了 《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勘探区普查找煤报告》。 《报告》 在榆
神府勘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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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提交煤炭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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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这如同阿里
巴巴念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地下黑色宝库———沉睡了亿万年的煤海
苏醒并很快沸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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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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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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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人民日报》 在头版以“榆林地
区发现一个大煤田”为题进行了报道，向世界宣告发现了一个大煤田———陕
北侏罗纪煤田，即俗称的神府煤田。

神府煤田发现后，这块曾经沉寂的土地很快沸腾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
来了，国家部委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负责人来了，美国宇宙油轮公司等一个
个国外财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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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也来了，更多的开发建设者赶来了……
神府煤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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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这片神奇的土地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黑色革
命”，一浪高过一浪的煤炭开发与转化热潮，不仅推动曾经拖全省后腿的府
谷、神木两县经济社会发展跃居全省前两位，也使榆林市经济总量跃居全省
第二位，更使当地曾经缺衣少食的普通老百姓过上了小康生活。

抚今追昔，神奇厚重的神府大地不会忘记，是陕煤地质人以钻为笔，以
煤为墨，谱写了塞上经济社会发展大跨越的序曲！

饮水思源，勤劳善良的榆林人民不会忘记，是陕煤地质人汗洒大漠，情
注煤海，开启了他们走向幸福安康新生活的大门！

开辟新战场 发现大煤田

“神木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首悲凉凄苦
的顺口溜真实反映了解放前神府地区的贫困状况。即使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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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由
于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曾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神府人民依然忍受着
贫困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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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里的人均年纯收入只有三四十元！地方财政收入同
样少的可怜，只能长期靠吃补贴维持，在发展中步履蹒跚。

尽管千百年来，神木、府谷一带的人们就有自挖自用煤炭的习惯，每逢
过年，都要用煤块垒火塔；甚至院墙、厕所都要用煤块来垒。但是有谁知道，
在陕北榆神府这片广袤贫穷而又荒凉的地下，富藏着一个能够振兴当地经济
的世界级的大煤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全国煤炭供应形势
日趋紧张。面对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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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煤炭战线提出把鄂尔多斯盆地列为全国
三大找煤区域之一，要求在两三年有所突破。根据这一精神，陕西省煤田地
质勘探公司及时提出了“西进彬长，北上神木”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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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陕北还是狂风肆虐、黄沙漫天的季节，当时的陕西省煤田
地质勘探公司领导率领地质专家驱车千里，赴陕北榆神府地区进行先期踏勘。
随后，公司决定先后由一八六队、一八五队派出技术人员再上陕北开展进一
步的地质工作，并于当年编制了 《陕北榆神府区普查勘探设计》，由此揭开了
发现陕北侏罗纪大煤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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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夏，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向远在山东参加全国煤田勘探会
战的一八五队，下达了北上神木的号令：“根据陕西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及
陕北煤炭资源必须尽早弄清的原则，决定你队山东会战任务完成之后，将山
东会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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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钻机全部搬到陕北神木地区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工作。”
军令如山倒。接到命令后，一八五队几百号人马从齐鲁大地挥师陕北，

搬迁钻机等辎重的解放牌卡车穿越华北平原、太行山、吕梁山，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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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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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在长达
<);;

公里的路线上往返一百三十多车次，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
大转战，使全队很快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神府地区安营扎寨。一时间，帐
篷遍野，红旗招展，推土机的轰鸣声，钻机的欢叫声，劳动的号子声，在空
旷的沙漠与狂风的呼啸声抗衡着，一场找煤勘探的大会战正式打响。

当时的榆林温差大风沙也大，曾流传这样的民谣：“盛夏身上晒出油，
寒冬嘴上结冰溜；风起天地暗，风停路不见。”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以
关中、陕南人居多的职工们不要说工作，仅生活环境一时就很难适应。虽然
没有青菜、粮食不足，一日三餐开水泡馍、盐面拌米饭；虽然气候干燥，风
沙肆虐，但队员们个个士气高昂，拼命干活，当他们看到钻孔见煤，煤层厚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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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时，心情激动不已，干得更加起劲。
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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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的钻探任务，到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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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钻探进
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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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米，但这还满足不了编制地质报告的要求。当年，钻机进尺是年初
严格按计划下达的，要多干，意味着没有经费来源。一八五队行政负责人来
永春、技术负责人白宗镛和各钻机机长商量，想办法争取提前一年拿出地质
勘探资料。机长们异口同声回答：哪怕自己贴钱也要干！于是，凝聚着职工
心力的一批钻孔赶在报告提交前夕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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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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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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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八五队提交的 《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勘探区普
查找煤报告》 落下最后一笔，这份饱含陕煤地质人心血和汗水的报告显示，
在榆林神木府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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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蕴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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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优质环保煤，
相当于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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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矿务局所在的“渭北黑腰带”探明煤炭资源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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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之多，
而且煤种为特低灰、特低硫、低磷、中高发热量的长焰煤、不粘煤，煤层埋
藏浅，开采技术条件简单……

当一八五队技术负责白宗镛带着这份报告向榆林地区地委、行署全体领
导以及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找煤成果汇报时，会场上掌声不断，与会同志激动
地说：“我们原来一直是在端着‘金饭碗’讨吃啊！”

新华社记者成大林闻讯赶到榆林，采写了 《陕北发现大煤田，干部群众
要求尽早开发》 送呈有关领导。

神府煤田的发现和探明，使贫困的榆林看到了希望，使陕西探明煤炭储
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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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这一发现创造了中国煤田地质勘探新发现资源量的最高纪
录，改变了中国已探明煤炭资源的区域布局，确立了陕西的煤炭资源大省地
位，为我国煤炭工业战略西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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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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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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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资深记者冯森龄在榆林采访
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题为“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的
消息，电讯发出后，更是震惊了世界。

一个与世界七大煤田齐名的新煤田———神府煤田，从此为世人所熟知。

夺取新成绩 见证大跨越

由于受环境制约，解放以来，对神府地区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大都是蜻
蜓点水。一八五队一进驻榆林，当地不少人认为也是“飞鸽牌”———干一年
半载就会像其他地质队伍一样离开的。他们没想到，这支队伍是“永久牌”
的，在榆林一驻就是三十年！

而且，这支因发现神府煤田而被国务院四部委授予“全国地质勘查功勋
单位”的英雄队伍，并未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而是牢记使命，开拓创新，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化经营为主线，发挥驻地区域和专业技术优势，在服
务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实现兴陕富民、建设西部强省的进程中，不断做
出新贡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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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至今，省煤田地质系统的一八五、一八六、一三一、一三九、
一九四地质队，物探测量队、水文队等单位，先后在陕北榆神府地区施工钻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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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进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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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米，地面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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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物理点，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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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平方公里，提交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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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累计提交探明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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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为国家煤炭开
发战略西移提供了更为详实的矿井设计和矿井建设依据。

与此同时，他们及时转变发展理念，树立“大地质、大市场、高素质、
高效益”的经营思想，通过增加技术含量，低成本扩张，向地质勘探的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在煤田勘探、水源勘查、石油天然气钻井、煤岩测试、
测绘工程、矿山工程、灾害防治、煤矿抢险等方面取得了新的建树。

在陕煤地质人不断取得新战果、实现着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助推和见证
了榆林从一个贫穷落后地区向中国能源新都的激情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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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把神府煤田开发列为重点项目，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榆林首个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

同年
"

月，神华集团的前身中国华能精煤公司成立。之后，大柳塔煤矿、
石圪台煤矿等国有大型煤矿相继开始建设。

在国家投资建设大型煤矿的同时，神木和府谷两县大办煤矿，一时间，
几百个小煤矿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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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批准榆林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这片土地
开始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规划布局、开发建设。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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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在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实施煤向电力
转化、煤电向载能工业品转化、煤气油盐向化工产品转化的“三个转化”战略
后，榆林着力推进资源向深度转化、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向集群发展，吸引
越来越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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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在此发展。
目前，这片曾经荒凉闭塞的土地已成为超亿吨煤炭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

甲醇生产基地，正在形成国内最大的火电基地，是国家“西煤东运”、“西气
东输”、“西电东送”的重要源头。

在煤田腹地，一个个县域今非昔比，一座座城镇迅速崛起。
昔日贫穷落后的府谷县和神木县，如今早已成为全国百强县，经济社会综

合水平位居陕西省前两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两座县城的框架也不断拉大，楼
群雨后春笋般拔节。

曾被称为神木县孤岛的大柳塔镇，现在建成了国际先进、世界一流的现代
化高产高效煤都。

曾经是一片荒漠的一八五队工区所在地的瑶镇附近，已然成为一个循环经
济示范园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并且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字———锦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低矮、拥挤、脏乱的榆林城，如今高楼林
立、干净靓丽，一座陕蒙晋区域中心城市正在快速建成！

以交通为代表的榆林基础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高速公路、电气化
铁路纵横交错，榆阳机场成为全国最繁忙的支线机场。

榆林的现代农业也在煤炭工业的反哺下异军突起，这片曾经广种薄
收的土地连创农业高产纪录，成为陕西第二大粮仓！

其实，描述榆林三十年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再华丽的辞藻也会显得
苍白，数字也许才最能说明问题：据统计，煤田发现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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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区的

财政收入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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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全区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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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煤炭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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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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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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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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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

万美元，
经济总量跃居西部地级市第三位；煤炭产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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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能源化工对全市
财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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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发当量占到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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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收入达到
""'

亿

元、地方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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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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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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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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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超过改革开放以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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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总和。
而榆林的历史性跨越，有力地推动着陕西经济“专列”快速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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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跻身全国“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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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行列，经济总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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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以榆林为重点的陕北经济所占比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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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
的就是以煤炭开发与转化为主的能源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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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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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7;)

亿元，仅收缴的探矿权转让价款就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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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其中多一半来自省煤田地质局勘查施工的项目！
如果说众多的神府煤田开发建设者托起了一颗蕴含巨大能量的太

阳，让她的光芒照耀塞上，辐射全省乃至全国，那么，我们也应该记住当
初发现太阳的人。

榆林市能源局局长张生平感慨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采矿不忘探矿
人。榆林煤炭工业和能源经济的飞速发展，以一八五队为代表的陕西煤田地质
工作者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发现了大煤田，还在煤田开发过程中提供着良好的
服务，我们永远感谢他们！”

迎接新挑战 实现大发展

三十年来，陕西煤田地质工作者在不断的掘进中，提升了队伍素质，提升
了整体形象，升华了团队精神！

三十年后，再次回望神府煤田的发现经过，有利于总结经验，明确目标，
鼓舞斗志，在新的起点上快速前行。

事实上，早在
=;;#

年，面对煤田勘查任务减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
挑战，陕西省煤田地质局的领导班子，就对过去在神府煤田所做的工作、取得
的成就进行了系统回顾，对地质资料进行分析，并根据国家和陕西省经济发展
形势及能源开发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继续发挥技术、资
料优势，融入陕北经济，持续为开发神府煤炭资源提供技术服务”的工作方
针，确定了地质灾害评估与预防、保水采煤、矿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煤
层自燃的控制等重大地质研究课题，部署勘探施工力量，开展地质勘查工作。

在此期间， 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在榆神府地区完成普查、详查、勘探等各
类煤炭资源勘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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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获各级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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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大保当、小保当、锦界、
曹家滩、金鸡滩、凉水井、榆树湾、沙沟岔、袁家梁、郭家湾、青龙寺、小壕
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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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小壕兔
=

号井田以及中外合作的西湾露天矿田等大型勘查项目的完
成，加快了陕北能源基地建设的步伐；孟家湾西区、小壕兔区、尔林兔区、中
鸡区、中鸡南区等深部普、详查勘查工作的完成，弥补了过去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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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下
煤层勘探工作的缺失。他们还结合陕北能源基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山川秀
美工程、小城镇规划建设等多项工作，积极寻找和开拓地质市场，先后完成了
榆神矿区深部水源地尔林滩区供水工程、天然气管线勘测及高速公路与铁路压
覆矿产资源调查项目。这些工作，为矿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地
质保障，极大地促进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的开发建设，陕西的煤炭产量跃居全
国第三。

在地勘主业发展的同时，他们积极适应市场新形势，成立了地质勘查与矿
业开发为一体的陕煤地质集团公司，形成以地质勘查为基础，以矿业开发为支
柱，以煤层气勘探、石油钻采、物探、化验、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等产业为
必要补充的产业发展格局。随后，按照省政府进一步做大做强能源产业的要
求，陕煤地质集团与陕西投资集团合并组建了陕西能源集团，成为全省又一家
主业优势突出、核心竞争力强、金融与实业两轮驱动、勘查开发一体化、煤电
化一体化的大型能源企业。

在新的管理体制下，陕煤地质人确立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自身建
设，做强陕煤地质，建功陕西能源，实现“富队惠民”的发展目标，以“地质
勘查立局、矿业开发富局、多元产业兴局”为发展战略；把勘查技术高端化、
矿业开发规范化、安全质量标准化、市场经营网络化、企业管理精细化、基地
建设人性化融入到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之中。勇做煤田开发探路者的陕煤地质
人，以他们丰富的经历和智慧，正在为走出一条更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而积极探
索着！

我们相信，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陕煤地质这支英勇善战的地勘队
伍，一定能够发扬光荣传统，当好发展先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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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全面迈进小康社
会再立新功！

情 注 煤 海 掀 大 潮
——— 写 在 陕 北 侏 罗 纪 煤 田 发 现 三 十 周 年 之 际

白 亮 李寿利

地质勘查人员意气风发挺进工地。

!

上世纪
';

年代初，矗立在毛乌素

沙漠深处的钻机，进行煤田地质勘探。

!

昔日荒芜的大柳塔今日已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煤城。图为

大柳塔矿区一角。

今日神木

今日榆林

本世纪初在神府矿区进行西湾井田地质勘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