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永传承

辉煌历程

国家工业遗产乌海能源公司原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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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骆驼山洗煤厂全景图为骆驼山洗煤厂全景。。该厂是乌海能源公司建成的第一座智能化洗煤厂该厂是乌海能源公司建成的第一座智能化洗煤厂。。

“都主任，您好，有些日子没见了，又来故地重游呀！”

“是啊，过来开会，会散得早，就过来转转。”

乌海能源公司党建工作部主任都基云每次来到原

乌达矿务局党委办公室，都会收到来自不同的熟人几

乎相同的问候。每当此时，她总是淡淡地说个理由，然

后静静地在这座“工”字型建筑里转一转、看一看。绿

树掩映下，黄色的门庭、红色的墙体、木质的窗棂，那熟

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那么亲近。都基云在这里

工作 20 多年，不仅见证了她的青春成长路，更见证了

乌达矿务局60余年发展变迁。

2023 年，乌海能源公司原乌达矿务局被集团公司

评定为首批工业遗产。2024年10月23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第六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乌海能源原乌达

矿务局和海勃湾矿务局榜上有名，成为国家能源集团

唯一一家上榜的煤炭企业，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煤炭

板块企业入选国家工业遗产“零”的突破。

作为乌海能源工业遗产申报工作的全面负责人，

乌达矿务局党委办公室、黄白茨煤矿平硐、老石旦煤矿

天轮架、露天煤矿铁运段……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

务局申报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个核心物项在都基云心

目中早已成为一座座红色丰碑，满是历史印记，那般厚

重、那般亲切！

乌海市的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务局始建于1958

年。乌海煤田因地质结构简单、煤层埋藏浅，发热量

高、品种多、结焦性能好，被原煤炭工业部定为包钢的

焦煤生产基地进行重点开发，拉开了祖国西北地区煤

炭开发建设的序幕。数万煤矿建设大军云集黄河两

岸，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唤醒了

这片塞外亘古荒原，书写了一部不惧时光涤荡、不惧岁

月变迁的光辉历史，成就了一个镌刻奋斗印记、推动绿

色发展的北疆传奇。

彼时的乌海地区处于沙漠戈壁，人迹罕至，乌达矿

务局和海勃湾矿务局为这座城市承载了厚重的工业文

化，见证了乌海煤炭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崛起和艰辛、发

展和繁荣，也印证着无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还是改革

开放年代，煤矿工人始终发扬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奉献的“三特”精神，为国家煤炭事业和地方

经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1958 年 2 月，乌达煤矿筹备处在呼和浩特成立。

当时的乌达黄沙漫漫、人烟稀少，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

苦。乌达煤矿的创业者们怀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血，

克服重重困难，使沉寂千年的乌达焕发勃勃生机。生

产建设日新月异，煤炭产量突飞猛进，捷报频传。1958

年 11 月 2 日，《内蒙古日报》头版重点报道了乌达煤矿

日产原煤突破一万吨大关的消息。

1959 年 4 月 3 日，乌达矿务局正式挂牌成立，揭

开了乌达煤矿建设机械化、现代化矿井的序幕。到

1965 年底，先后建成苏海图矿三号井、一号井和黄

白茨平峒、教子沟平硐、苏海图二号井等五对正规

化、机械化矿井以及一座年入洗原煤 42 万吨的洗

煤厂。

乌海市成立于 1976 年，因煤而起、因煤而兴，也因

煤矿作为城市命名的来源，凸显乌海能源公司前身乌

达矿务局的价值。乌达矿务局办公大楼、党委办公

室、黄白茨煤矿平峒、五虎山煤矿副井口等建筑和遗

址都见证了乌达矿务局六十多年发展变迁，承载着厚

重的企业文化底蕴，是良好的红色资源，具有鲜明的

红色基因。

1983 年，乌达矿务局三个生产矿先后安装使用综

采机和综掘机，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职工劳动强度大大

降低。

1990 年 11 月，乌达矿务局黄白茨煤矿平峒的接续

井——现代化矿井黄白茨矿斜井工程移交投产。该工

程创造了全国同类矿井当年投产、当年达产的新纪

录。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个生产矿先后达到原煤炭

工业部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水平。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务

局划归原神华集团公司统一管理运营，更名为乌达矿

业公司和海勃湾矿业公司。2008年，乌达矿业公司、海

勃湾矿业公司、乌海煤焦化公司和蒙西煤化公司重组

整合为乌海能源公司，成为一个集焦煤生产、洗选、焦

化、煤化工及矸石发电为一体的综合能源企业。

2017年11月2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国

电集团公司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成立的

国家能源集团正式挂牌。乌海能源公司作为集团全资

子公司，抢抓发展机遇，锚定目标，大胆改革，创新进

取，迎来高速发展的新辉煌。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乌海能源积极

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 4

年多时间补齐过去 60 多年的生态欠账。系统性治

理 735 万平方米矿区环境，建成完善 8 个煤矿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7 个矿井水处理项目，累计建成 1253 亩

公益林、1148 亩生态林，规范化整治 54 个渣堆、排土

场，5 家井工矿井达到省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多家

煤矿被选树为乌海市煤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典型示

范企业，矿区生态环境实现由“黑”到“绿”再到“美”

的颜值大转变。

加快智能化矿山建设，坚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激

发创新活力、积聚创新动力，加快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

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三年来，新增专利 72 项，承担

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煤矿采掘设备5G融合技术创

新应用”，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全国首套智能化选煤标

准数据管理系统在骆驼山洗煤厂投运，国内首个获煤

安认证AR 眼镜投用，UWB 技术精确人员定位系统实

现井下工作人员米级定位全覆盖，透明地质保障系统

正式投运，5 个 100%建设目标全面实现。生产矿井采

煤工效提高 3 倍、掘进工效提高 30%、洗煤综合效益提

升 24%以上。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实力，为创建世界一

流能源企业提供强劲动能。

走入老石旦煤矿宽敞明亮的智能化生产指挥中

心，由几十块液晶显示屏拼接起来的视频墙上，各重点

区域的实时监控画面实现全覆盖，入井人员信息、生产

设备参数等一览无遗。操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实现

百米井下采煤作业……几年的智能化矿山建设，矿区

在新一代矿工手中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距生产

指挥中心不足100米处，曾经负责原煤拉运、如今成为

工业遗产的绞车天轮架静静伫立，让人深刻感受到时

光的流转、历史的跨越。

“不认输、不怕苦，面对困难永远迎难而上，老一辈

矿工的‘三特’精神在乌海能源得到传承。”每每谈到红

色血脉的传承、矿区精神的延续，都基云始终语气铿

锵。在她眼中，乌海矿区翻天覆地高质量发展的每一

个新图景都深深刻印着红色印记、熔铸着顽强奋进的

矿工精神。

近年来，乌海能源高度重视煤炭工业遗产开发保

护工作，深入挖掘工业遗产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

价值、人文价值、旅游价值和科技价值，努力保存原始

历史风貌、历史印记、历史符号和历史元素，带给人们

更好的归属感、体验感和融入感。对所有工业遗产登

记造册，建立台账，妥善加以保护。除建筑物外，全面

搜集整理早年各种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和穿戴物品等

老旧物件，不断积累和扩展工业遗产的体量和多样

性。深入挖掘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红色基因和涌现出来

的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英雄事迹，形成丰厚的文化

积淀。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谈起乌海能源

工业遗产保护之路，都基云语气深沉而坚定，“六十六

年筚路蓝缕，一代代矿工以坚韧不拔的气概和奋发图

强的精神在百里煤海开拓奉献、锐意进取，为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

务局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里，

我们就要担起责任，为社会发展、为城市进步、为子孙

后代做些什么、留下些什么。通过现存的建筑和物件

展现企业的发展历程、体现矿工的敬业奉献情怀，传承

红色基因、展示企业精神、积淀文化底蕴，推动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与文化保护传承、产业创新发展协同互进，

乌海能源义不容辞。”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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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2年年，，乌海矿区建设之初，职工居住条件极其

艰苦，这座院落是当时最好的职工住所。

19721972年年，，五虎山煤矿职工在工作间隙交流学习

新技术的心得体会。

1975年，东方红矿（如今的黄白茨煤矿）农业一

队职工在农田里耕作。

1982年，乌兰牧骑文工团到老石旦煤矿慰问演

出，丰富矿区职工的文化生活。

19961996年年，，乌海矿区职工正在乘坐斜巷人车入井乌海矿区职工正在乘坐斜巷人车入井。。

当时的矿工已经告别了步行入井升井的日子当时的矿工已经告别了步行入井升井的日子。。

2023 年 8 月，利民公司综采队职工正在

调试智能化综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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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乌金之海。乌海能源公司位于内蒙古乌海市，始建于1958年，是有着66年开采历史的煤炭企业。美丽的九曲黄河穿市而过，乌海能源下属各煤矿就散布在黄河两岸。

几代乌海能源人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砥砺奋发、攻坚克难，发扬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三特”精神，建成西北地区第一座现代化矿井、第一座洗煤厂、最大的机械

加工厂，培养出乌海矿区第一批产业工人，为我国煤炭产业发展储备了技术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3年，乌海能源公司原乌达矿务局被国家能源集团评定为首批工业遗产。2024年10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六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乌海能源原乌达矿务局和海

勃湾矿务局榜上有名，成为集团公司唯一一家上榜的煤炭企业，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煤炭板块企业入选国家工业遗产“零”的突破。被列为国家工业遗产的32项核心物项，如今在

百里矿区熠熠生辉，讲好企业故事、传承历史文脉，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乌海城市转型增添新动力、展示新名片。

编者按：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10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六批

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国家能源集团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本次参评央企第一名。为深入挖掘展示工业遗产的红色内涵

和时代价值，本版开设“壮丽75周年、红色永传承”专栏，引导集团广大干部职工把红色文化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挥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持续开展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老石旦煤矿全景图老石旦煤矿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