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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煤矿是房山区境内第一座国家办矿井，也是房山区煤炭发展史上开采

时间最长的矿井，煤矿的名称也曾多次变更。 

房山煤矿的前身可追溯到济伟煤矿。1910 年，天津商会在房山修建的运煤

高线铁路通车后，为房山北部山区生产的煤炭运销提供了方便，遂吸引了大批

资本家到房山地区开办煤矿。一时运煤高线线路附近，煤矿煤窑蜂起。1922 年，

居住北京的资本家金容和海军次长龙济光合作，召集一批股东，也决定到房山

地区投资开办煤矿，矿址选定在河北镇杏园村的大槽沟，矿名为济伟煤矿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济伟煤矿。因煤矿的最大股东是金容，其又名金少伟，煤矿名

称遂从龙济光与金少伟名字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 

济伟煤矿所在地的大槽沟，下方是南车营村，房山运煤高线途经南车营村，

在南车营设有站台，煤炭在此站台可直接装车运至坨里火车站对外销售。按说

煤矿的选址很是不错，考虑了交通运输问题，但缺少的是对当地煤田开发的了

解。大槽沟地区往东翻过山即是平原，东南可达房山县城，东北可达坨里集市，

此地虽是煤炭资源储存比较丰富的地区，但由于煤炭外运成本较低，此地煤炭

开发较早，旧时小煤窑众多。济伟煤矿开工后，发现矿井中多是采空区，竭力

投入资金，挖出的也是边角残煤，煤质不好，产量不多，且采空区极易发生安

全事故。至 1926 年底，济伟煤矿经营仍不见好转，被迫停工整顿，股东会议决

定重新选择矿址。 

1929 年秋，由济伟煤矿经理刘宗涛发起，以金容及其家人和亲属、曹汝霖

及其家人和亲属为主要股份，重新召集股东 118 股，集资 15 万元，将济伟煤矿

井口改在杏园村黄院沟重新开凿。此地在大槽沟西侧，与大槽沟隔两座山梁，

距运煤高线前山站台较近，且运输道路较大槽沟稍微平坦。因煤矿新增加了股

东，重新开凿的矿井名称改为协记济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协记济伟煤矿。 

协记济伟煤矿为平硐方式，井口标高在 310 米水平。经两年开凿，1931

年矿井投产出煤，以人力和畜力将煤炭运往高线前山站台，销售颇佳。煤矿规

模遂扩大，煤矿更名为协中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协中煤矿。在协中煤矿井

口销煤处的办公房屋门楣上方，墨书有斗大“协中煤矿”矿名，上世纪 50 年代后

期，此名称的字迹仍依稀可见。但无论是当地还是房山区甚或北京城，称此矿

为协中煤矿者寥寥，称其为前山矿者众多。因何称为前山矿，是因房山运煤高

线的前山站台而得名。 

房山运煤高线修筑时，是分段进行，在所经线路设有 11 个站台。从坨里进



山至河北镇地区为先修筑的前段，由河北镇地区往山里为后修筑的后段。其中，

前段设立 4 个站台，分别为坨里站，也是起始站，位于坨里与口头村交界的大

石河河滩坨里一侧；第二站为肖家台站，位于磁家务村对面的南山山腰；第三

站设在南车营村；第四站设在横流水沟峪内杏园村的潘家楼。由潘家楼再往山

里，为高线的后段。后段分为两条线路，一股由下英水村经佛子庄入红煤厂。

另一股由英水经北窖入南窖。高线公司为将先修筑的前段线路与后修筑的后段

线路区分，将位于潘家楼的第四站台命名为前山站，将位于英水村的第五站命

名为后山站台。由于高线前段的肖家台站、南车营站附近煤矿煤窑很少，站台

没有多少煤量可运，所以高线前山段通车之后，所运之煤，基本都是前山站台

装运之煤。煤炭投入市场，被称为前山煤。房山高线运出之煤，到坨里再装入

火车，北入京城，东进天津，南下保定以至江淮河汉，影响深远，因此高线前

山煤也就声名远播。位于杏园村黄院沟的协中煤矿投产后，是前山站台附近煤

矿煤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多的煤矿。所产之煤运至前山站装车运出，顿时成

为前山站的主要货源。久之，协中煤矿产煤就成为前山站附近煤矿煤窑的产煤

代表，协中煤矿产煤也自然被称为前山煤，协中煤矿也随之被人们称为前山矿。 

高线前山站所在地的潘家楼，本是杏园村的一个居住点。前山站所在地的

横流水沟峪，分布有四个村庄，分别为杏园村、口儿村、晒台村、他窖村，由

于高线前山站台的设立，横流水沟峪也被称之为前山沟了。受高线运煤的影响，

前山站、前山矿、前山沟的名称，也越传越远，越来越响。在房山地区、北京

城内，甚或大石河河套沟以至协中煤矿所在地的横流水或杏园村内，许多人也

只知、只讲前山站、前山矿、前山沟，而不知、不讲协中矿、横流水的名称了。 

高线前山站台，日夜装车运行，整天机声隆隆。协中煤矿采煤，吸引了大

批人员入矿做工，招募许多人员牲畜从该矿往高线站台运煤。横流水沟峪白日

人来畜往，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夜间，灯火阑珊，许多商家照常营业。煤业

的发展，使横流水沟峪很快富裕起来，引起周边地区的羡慕，大家都知道，这

是因房山高线在此设立前山站台的结果，认为横流水的前山站台，是一座“钱”

山站台，将前山之“前”，有意写为“钱”山，前山站台图其吉利，也认为写“钱”山很

好。因此，横流水沟峪不但成为前山沟，还被戏谑称之为钱山沟；把协中煤矿

不但称为前山矿，还戏谑称之为钱山矿。横流水的人也认为高线给前山站台起

了个好名字，为当地带来了好运气。 

1936 年 3 月 28 日，协中煤矿领取中华民国实业部颁发的煤矿执照。矿区

面积 108.06 公顷，采矿权自 1920 年 12 月 1 日至 1950 年 11 月 30 日，采矿期

限 30 年。 

1937 年，日本侵犯华北，协中煤矿经理刘宗涛南下，到民国政府的重庆南

桐矿区开发煤矿，协中煤矿经理由曹汝霖的女婿刘家骥担任。当年 8 月 20 日，

日本军队占领了房山运煤高线坨里办公大楼。继而向山里进攻，控制了房山运

煤高线和协中煤矿，并对高线实行军事管制。认为协中煤矿的煤炭质量好、运

输方便，可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8 年初，八路军挺进平西，建立敌后抗日



根据地，在长操村建立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民主政府十分重视煤矿的发展

和革命工作。先在南窖矿区建立起工会组织，组织矿工开展抗日活动。民主政

府负责人王友梧又到协中煤矿，将协中煤矿接收，认为协中煤矿生产规模大，

很有发展远景。可惜敌人进攻加剧，县民主政府转移西迁，没有能够在协中煤

矿深入开展工作，但协中煤矿给县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9 年，八路军攻打日本军队控制的房山运煤高线，将高线的北窖站台和

南窖站台的锅炉房炸毁，高线后山站台以西线路被迫停运，高线只能在前山站

以东线路运煤。前山站以东线路的煤源，主要依靠的是协中煤矿产煤。况且协

中煤矿的主要股东曹汝霖等，早就与日本人往来，前山站也就与协中煤矿形成

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1941 年，日本军队控制的房山运煤高线，在前

山站辟出一条支线，通往协中煤矿。支线长约 2 华里，中途以七座铁架支撑。

自此，协中煤矿产煤出井后可直接装入高线斗车达前山站外运，协中煤矿与前

山站关系更加密切。至 1945 年初，日本人用高线运出之煤，基本上都是协中煤

矿产煤。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房山北部地区人民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

当年 12 月 17 日，平西军区十一专署即派人来到协中煤矿，将煤矿作价接收，

并改名为新华煤矿。1946 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新华煤矿所在地处于

游击区，是敌我双方争夺地区。在战争情况下，民主政府管理部门办公地点不

固定，民主政府的管理机构经常调整，协中煤矿的隶属关系也经常发生变化， 

1946 年 5 月，新华煤矿又由平西军区四分区民运部领导，煤矿又改名为裕民煤

矿。当年 7 月，人民政府察哈尔省在易县成立振兴实业公司，管理经营人民政

府的企业资产，裕民煤矿划由振兴实业公司管理经营，煤矿遂再改名为振兴煤

矿。 

1947 年 9 月，振兴实业公司出资 2000 万元，由振兴煤矿接收购买了距离

本矿 1华里、位于本矿西部晒石台村的伟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伟业煤矿）。

伟业煤矿，由北京资本家、四川华阳人孔伟虎于 1918 年开办，矿区面积 1739

亩。伟业煤矿名称，是取自孔伟虎的名字。1931 年协中煤矿正式投产时，伟业

煤矿与协中煤矿规模、产量不分上下，两矿也是前山沟内规模、产量最大的两

座矿井。后伟业煤矿井下发生崩水，元气大伤，一度断续开采。抗战胜利后，

伟业煤矿正式复工，使用水泵排水，生产迅速发展。振兴实业公司接收购买该

矿时，产量每日 5 吨。至此，在前山沟内的两座最大矿井合成为振兴煤矿一家，

振兴实业公司将原振兴煤矿称为振兴东矿，将接收购买的原伟业煤矿称为振兴

西矿，当地人则直呼其矿名，称原振兴煤矿为东矿，称原伟业煤矿为西矿。1948

年 1 月，人民政府设立北岳实业公司，将振兴实业公司改为振兴办事处，振兴

办事处管理位于房山地区的振兴煤矿和宛平地区的大台煤矿。 

1949 年 5 月 11 日，平西煤矿公司成立，振兴煤矿又划由平西煤矿公司管

理经营，为平西煤矿公司成立时的 5 家矿井之一。当时振兴煤矿所在地在民国

政府行政区域上虽然属房山县，但在人民政府管理范围中则是由良乡县管辖，

所以平西煤矿公司接收振兴煤矿后，将振兴煤矿命名为良乡东矿。 



新中国成立后，平西煤矿公司改名为京西煤矿公司，良乡县和房山县县境

区域又依旧制，良乡东矿所在地仍为房山县管辖，京西煤矿公司又将良乡东矿

按所在地改名为房山东矿。上世纪 50 年代初，京西煤矿公司在房山东矿的矿井

改造中，将位于西部的西矿关闭，只保留了东矿的一个井口，该矿已无东矿、

西矿可分。且此矿在当时也是京西矿务局在房山县境内的惟一矿井，京西矿务

局遂将该矿命名为房山煤矿，煤矿总部设在河北镇的杏园村，煤矿建筑主要分

布在杏园村和口儿村。京西矿务局还恢复修筑了在战争期间毁坏的房山运煤高

线，交由房山煤矿管理，专门服务于房山煤矿产煤外运。1956 年，国家进行资

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京西矿务局按国家政策法规，清理新中国成立前协中煤矿

股份，对其中的金容、曹汝霖的股份，按汉奸资产予以没收；对其他股份进行

了赎买；对无人认领的股份，在报刊登载了清理股份的通知。至此，协中煤矿

矿名结束。 

由于，国家建设急需煤炭，京西矿务局决定大力开发房山东矿所在地的北

岭煤田。北岭煤田即大房山煤田，东至河北镇东的磁家务一带，西至黄山店西

的葫芦棚一带，北至大石河谷，南至房山县城一带，总面积约 90 平方公里。京

西矿务局拟在此煤田规划三处井田，以北窖村所在地划分，北窖村以东为万佛

堂井田，北窖村以西一个井田，北窖村以南一个井田。并以已建成的房山煤矿

为基础，统一开发北岭煤田。在井口和采区的设置上，曾考虑多种意见，制定

过多种开发计划。其中有，在大房山东部开发万佛堂平硐，在房山城北部开发

扩大小楼煤矿，恢复长沟峪煤矿，恢复南窖地区的车大煤矿等，并且在井下都

可与正在开采的房山东矿井下贯通，将房山煤矿建设成为一个煤矿、多个井口

采区的矿井。此煤田规划和井田设计，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部分设想得以实

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房山煤矿也的确形成了一个煤矿、多个采区坑口

的局面，但与原来的规划和设想，又有许多重大的区别。 

其中，小楼煤矿没有继续开发，井田划入房山煤矿；万佛堂平硐于 1959 年

与房山煤矿矿井贯通，与房山煤矿成为一体；长沟峪煤矿和南窖的车大矿恢复

后，成为房山煤矿的采区坑口，后长沟峪煤矿与车大矿井下贯通，1962 年与房

山煤矿分开，独立成为京西矿务局直属长沟峪煤矿，车大煤矿则成为长沟峪煤

矿的采区坑口。 

房山煤矿的万佛堂平硐，前身是日本侵占京西期间开凿的万胜煤矿，井口

标高 130 米水平，井口设在万佛堂孔水洞口北 50 米处的石灰岩中，因是平硐

开凿方式，井下巷道铺有铁轨，采用人力推车或畜力拉车，所以人们称其为水

平矿。万胜煤矿是在日本军队支持下，由日本侵占房山运煤高线军事管理人野

上辰之助和工程师三夏之好开办。煤矿名称的意思，是在万佛堂地区庆祝日本

太平洋战争而开办的煤矿。万胜煤矿于 1941 年开工，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开凿出巷道约 1300 米，日本军队撤退时，将矿井炸毁。当地人只称此矿为水

平矿，并不知其名为万胜煤矿。1950 年 11 月，京西矿务局决定成立万佛堂岩

石掘进队，扩建水平矿的平硐。1952 年平硐恢复工作完成，1953 年开始矿井



巷道开拓。1955年京西矿务局地质勘探队提出万佛堂煤田地质储量精查报告，

1957 年又提交了地质报告中的水文资料。1958 年，京西矿务局设计处提出万

佛堂平硐矿井设计方案，年生产能力为 120 万吨，矿井采用底板集中运输大巷、

开拓采区石门群方式。大巷进入煤层区域后，采用 10 道石门划分采区，每道

石门间隔约 500 米。1959 年，万佛堂平硐 130 米水平与房山煤矿 230 米水平

大巷在井下南五石门处贯通。万佛堂岩石掘进队完成平硐开拓任务，陆续撤离

进入大安山煤矿开发，万佛堂平硐成为房山煤矿的采区坑口。同年，京西矿务

局将坨里至磁家务铁路修通，房山煤矿产煤可从井下直接运出至煤仓装火车，

房山煤矿的运煤高线铁路遂废弃不用开始陆续拆除。 

1960 年 5 月，房山煤矿机关总部由杏园村搬至原水平矿所在地的万佛堂村。

此时，房山煤矿设有 4 个采区坑口，分别为万佛堂采区坑口、杏园村黄院沟采

区坑口、长沟峪坑口及其管理的超岭平硐坑口、南窖地区的车大采区坑口。1962

年 9 月，长沟峪坑口及其管理的超岭平硐坑口、南窖地区的车大采区坑口，从

房山煤矿分离，合并组成长沟峪煤矿。1963 年，长沟峪煤矿超岭工业广场建成，

长沟峪煤矿机关从长沟峪搬到超岭。 

1962 年 9 月，长沟峪和南窖两个采区坑口从房山煤矿分开后，房山煤矿还

留有万佛堂采区坑口、杏园村黄院沟采区坑口两个部分，房山煤矿将万佛堂采

区坑口称之为东区，将杏园村采区坑口称为西区。1975 年，房山煤矿有员工 4500

人，其中，东区、西区各有 2000 多人。办公管理人员和煤炭运销人员主要分布

在东区，井下一线生产人员以西区为多，煤矿员工家属也以西区为多。以后随

着生产布局的调整，西区逐步收缩，人员逐步向东区转移。到 1995 年底，房山

煤矿有员工近 4000 人，其中西区还有工作人员 206 人。西区工作人员中，设有

采煤队 1个，工作人员 15人；因矿井中有当地村庄与矿合作的联营采煤工作面，

西区在矿井中设有运输员工 43 人，还有部分为矿井生产服务的井下机修人员、

管理矿灯人员等。 

1995 年，北京矿务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房山煤矿与大安山煤矿合并统

一经营，对外保留房山煤矿名称，对内统一称大安山煤矿，房山煤矿作为大安

山煤矿的采区坑口。1995 年底，大安山煤矿作出收缩房山煤矿西区的决定，1996

年 1 月，西区收缩工作完成，保留工作人员 55 人。西区在矿的建制从此撤销，

涉及的工作由房山煤矿采区按职能部门分口管理。西区停止煤炭生产，矿井作

价出租给位于西区的口儿村开采使用。约在 2000 年，口儿村租用西区矿井停止，

房山煤矿将井口封闭。至此，1929 年开始开凿的位于杏园村黄院沟的房山煤矿

西区矿井结束采煤。 

2000年，房山煤矿的经营管理工作与大安山煤矿脱离，恢复独立管理经营。

2002 年，房山煤矿申请企业破产。同年 12 月 12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告

房山煤矿破产。时房山煤矿有员工 1438 人，离退休人员 3438 人，是当时房山

地区人员最多、资产最多的破产单位。破产后，房山煤矿员工分流，只保留 148

人，成建制移交京煤集团物业管理总公司三竹分公司，从事房山煤矿破产后的



物业管理工作。房山煤矿从此结束。 

从 1949 年至 2002 年房山煤矿破产，房山煤矿共产煤 2800 多万吨。 

 

 

 

 

 

 

 

附：房山煤矿名称沿革图 

房山煤矿名称沿革图 

济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26 年~1929 年） 

↓ 

协记济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29 年~1931 年） 

↓ 

协中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31~1945 年 12 月） 

↓ 

新华煤矿（1945 年 12 月~1946 年 5 月） 

↓ 

裕民煤矿（1946 年 5 月~1946 年 7 月） 

↓ 

振兴煤矿（1946 年 7 月~1949 年 5 月） 

↓ 

良乡东矿（1949 年 5 月~1949 年 10 月） 

↓ 

房山东矿（1949 年 10 月~1952 年） 



↓ 

房山煤矿（1952 年~2002 年 12 月） 

↓ 

三竹物业公司（2002 年~） 

 

潘惠楼：北京矿务局退休干部、高级政工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