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科研机构

1956 年 3月，煤炭部重庆管理局

建立煤炭科学研究所，下设采煤、地

质、瓦斯、矿山机械 4 个研究室；6月，

成立瓦斯研究所。同年，南桐、天府、中

梁山、鱼田堡等煤矿成立瓦斯研究小

组，共有专、兼职科研人员 197 人。

1959 年 7 月，四川省煤炭工业厅建立

科学研究所，设煤炭开采、安全技术、

机械、煤化工等专业研究室，人员 50

余人。1960 年，重庆市煤管局科学研

究所在原瓦斯研究所基础上成立，设

开采、安全、机电、冶炼综合利用 4 个

专业技术研究组和技术情报组，人员

236 人，其中科研技术人员 27 个；省

属煤矿已建立科研所(室、组)24 个，

有专职科研人员 100 人。1965 年 1

月，四川省煤炭厅科学研究所，重庆市

煤管局科学研究所，煤炭部科学研究

所和抚顺煤炭科学研究所驻中梁山煤

矿工作组合并成立重庆煤炭科学研究

所，设瓦斯煤尘、通风灭火、电气防爆

等 5 个研究室，职工 139 人，其中科研

人员 80 余人。1967 年，四川省属以上

煤矿科研机构撤销。1973 年，省属以

上煤矿开始恢复设置科研机构。1983

年 3 月，重庆煤炭科学研究所改属煤

炭科学研究院，1988 年 12 月，更名为

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设

粉尘、矸石、瓦斯、通风、防灭火、仪表、

机电等专业研究所和煤矿粉尘、通风、

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拥有 5

个现代化实验室、12 个专业试验室，1

个试验工厂。1990 年，四川省属以上

煤炭工业企业共有专、兼职科研人员

3410 人，其中获得高级技术职称 271

人，中级技术职称 1017 人。



第二节 科研项目

1956 年，重庆煤管局下达的天府

煤矿中厚煤层掩护支架采煤方法研究

课题，在苏联专家李金的指导下，试验

成功 并通过鉴定。1958 年，四川省煤

炭工业厅下达水力采煤、钢丝绳锯煤、

河床下采煤、柔性掩护支架采煤、瓦斯

抽放、井下炉烟灭火等研究课题。

1960 年，永荣矿务局和重庆大学

合作研究开发陶瓷支柱，经试用取得

相当于坑木支柱的抗压支护效果，装

备曾家山煤矿三井，使之成为无坑木

井。1961 年，四川省煤炭厅委托重庆

市科委组织重庆市煤管局科研所、抚

顺煤炭科研所、重庆大学、重庆煤校等

单位在中梁山南井开展炉烟灭火课题

研究，后在天府、南桐等煤矿建成炉烟

灭火站，对防治瓦斯造成的火灾收到

良好效果。1963 年，四川省煤炭厅科

研所完成微增阻和增阻式两种金属支

架研制，以此为基础研制成功川煤－1

型金属摩擦支柱，在曾家山煤矿使用。

1964 年，威远煤矿研制倾斜极薄煤层

截煤机，经过 58 次试验基本定型，在

建利井、三井进行工业性试验，仅用 2

人操作，较手工采煤提高工效 10 倍，

提高经济效益 40 % ；南桐煤矿与重庆

煤研所、重庆大学合作完成鱼田堡煤

矿开采近距离保护层抽放瓦斯研究；

中梁山煤矿研制完成煤矿瓦斯遥测警

报仪，精度与国产瓦斯检定器相同，可

进行自动连续监测瓦斯，达国内先进

水平。

1966 年，重庆煤炭科学研究所与

中梁山煤矿协作，完成分块段封闭灌

浆灭火课题研究，1967 年，重庆煤炭

科学研究所与中梁山煤矿共同完成煤

层长钻高压注水研究，较好地解决了

国内高瓦斯强突出矿井注水卸压技术

难关。1968 年，重庆煤炭科研所与贵

州六枝煤机厂开始急倾斜工作面随采

随灌防火技术研究。1969 年，煤炭科

学研 究院向重庆煤炭科研所下达

M B D－40 型刮斗刨煤机、煤矿瓦斯制

备补强碳黑、自然欠压对机械通风影

响 3 个项目。其中自然欠压对机械通

风影响、煤矿瓦斯制备气炉补强炭黑

研究翌 1970 年通过煤炭科学研究院

组织的成果鉴定。

1970 年，燃化部向重庆煤炭科研

所等单位下达钻孔锤探法防止煤与瓦

斯突出、水力冲孔法防止煤与瓦斯突

出、煤矸石支柱、锯木胶合支柱、A FC

－121 型中速风表研究课题；四川省

科委下达南桐二井 KI 煤层锗镓元素

查定及研究项目。1973 年，燃化部向

重庆煤炭科研所下达 JJT－1 型钻孔



透视仪、W ZJ－1 型便携式瓦斯警报

仪、SL Y－1．8 型双头离心摇床、A Y Z

－1 型瓦斯遥测警报仪、瓦斯载体热

催化元件多台风机联合通风、F1、

F2IE C 本质安全火花试验装置等科

研项目；四川省煤炭工业局下达 H B4

－160 型双伸缩自移式液压垛式支

架、5D－2／15 型煤层注水泵、改革开

拓部署合理集中生产等重点科研项

目。1975 年，煤炭部和四川省煤炭工

业局下达打通一矿巷道压力显现规律

与合理巷道布置、煤尘爆炸试验巷道

测试系统、S－7 蜀光牌矿灯、SC G －1

型光电煤尘测定仪、K T－ T1 型无线

电波坑道透视仪、天府煤矿远距离保

护层效果等科研项目。重庆煤炭科研

所、重庆煤矿安全仪器厂、南桐矿务

局、中梁山煤矿、四川矿院等单位“三

结合”攻关课题组完成 A YJ－1 型瓦

斯摇测警报仪研究项目，重庆煤炭科

研所与宝轮院、南桐矿务局支架厂协

作完成的蒸气煤矸石支柱课题项目，

永荣矿务局电厂“三结合”课题小组完

成劣质煤和煤矸石沸腾炉发电技术研

究成果。

1976 年，四川煤炭科研继续以极

薄煤层开采、瓦斯治理、煤矿安全生产

为主攻方向，加大采煤机械化和资源

综合利用开发研究力度，科研项目研

究周期由原来的 7～15 年缩短到 3～

5 年。煤炭部下达 B G P－6 型高压隔

爆配电装置、M T － 3 A 型载荷试验

机、缺黄土条件下防灭火、烟煤粘结指

数测定方法、A D G－2 型甲烷测定仪、

W K T－ T2 型无线电波坑道透视仪、

X B G －2 型极薄煤层单滚筒采煤机、

煤层注水降尘、在急倾斜不稳定煤层

中用水力冲孔防止煤与瓦斯突出等研

究课题，四川省煤炭工业局下达花山

煤矿近距离煤层开采方法、A F C －

121 型中速风表、嘉阳煤矿 K 7 煤层矸

石研制耐火材料、压入式通风和瓦斯

涌出量关系、A H G－3 型氧气呼吸器、

AJH －3 型氧气呼吸器校验仪、煤矸

石和劣质煤综合利用煤矸石研制低浓

度氨水、四川腐肥煤源、钻冲法开采近

距离保护层、沸腾炉快速点火工艺等

科研课题，四川省科委下达用注水法

防止“煤炮”研究项目。重庆煤炭科研

所与松藻煤矿完成长钻孔煤层动压防

尘研究课题，永荣矿务局、重庆煤研

所、重庆大学联合开发研制永荣 1 型

极薄煤层采煤机，南桐选煤厂与唐山

煤炭科研所、重庆煤炭科研所共同完

成 4000×2100 毫米双层平面摇床研

究项目，南桐矿务局与重庆煤研所共

同完成水力冲孔法防止煤与瓦斯突出

研究课题。1978 年，四川煤炭工业系

统有 21 个科研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

1980 年，煤炭部、中国煤炭科学

研究院、四川省科委、四川省煤炭工业

局下达灰分法测定硫份、子午加速型

轴流扇风机、M T－3A 型投油压载货



试验机、峨眉山七里峡剖面孢粉组合

研究、铁山自流井组须家河组地质对

比研究、筠连矿区地质构造研究、中梁

山煤矿预抽瓦斯防治突出研究、H T C

－S K 集中监控系统研究、Z BC L－22

型链传动装煤机、矿井防灭火灌浆代

用材料的选择和适用条件、煤矸石研

制加气混凝土、K FJ－1 型矿井扇风

机总负压检测装置、T Z X C－9 型地震

棚探测方法研究、粉剂聚丙稀酰胺水

解体研究共 31 个科研项目，完成并通

过煤炭部、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四川

省科委、省煤炭工业局组织的科研成

果鉴定的项目 29 项。

1981～1985 年，四川省煤炭科研

水平向国际标准看齐，一般研究成果

1～2 年完成，进入集大成发展阶段。

国家经委、煤炭部、中国煤炭科学研究

院、四川省科委、四川煤炭工业局下达

A CS－1 型锚喷水泥粉尘测定仪、双

曲线变截面轴流风机叶片、下运胶带

机 H Z 型液压防爆制动系统、M P2－

100 型极薄煤层爬底极采煤机、ZC B

－ Y 型自动隔爆传播、A CJ－1 型车

载式瓦斯遥测警报断电仪、A G B－1

型隔离式变压器、A YJ－2．3 型五路

和单路瓦斯警报断电仪、M L T B－50

型煤薄层采煤机、用立体相似材料模

型研究采场周围压力分布及采空区风

流动、Y B B165－6 型隔爆型异步电动

机、斜井提升运输安全保护装置、粉煤

灰寻求地下排灰场作水力充填，T B G

－4．5／160 型水泵、35 吨流化床锅炉

微机监控系统、用煤矸石沸腾炉渣代

粘土低温锻水泥、立井摩擦防坠装置、

X K T－2．5－6／48 型矿用防爆特殊型

蓄电池电机、K T1 型矿井环境与生产

监控系统－K G 3018 型低浓度瓦斯传

感器、K W T－F 型无线电波坑道透视

仪、W JC 85－3 型及 A YJ 系列瓦斯摇

测报警断电仪微机处理系统、煤矸石

沸腾炉渣花地砖、缓倾斜极薄煤层高

档普采设备配套，M T163－87 型直读

粉尘浓度测量 仪表通用技术条件、

M T164－87 型正压风筒、K D L－2 型

防爆矿井地质雷达仪及探测巷道前方

充水小构造共 103 个科研课题，其中

完成并通过国家经委、煤炭部、中国煤

炭科学研究院、四川省科委、四川煤炭

工业局主持的科研成果鉴定项目 90

个。

1986～1990 年，煤炭部、能源部、

劳动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中国地

方煤矿总公司、中国煤科院、四川省科

委、中煤四川公司、重庆煤炭公司等下

达四川煤矿试验巷道中煤层爆炸浓度

测定方法、掘进头前方扇面小构造探

测技术、M P2－100 型缓倾斜极薄煤

层高档普采机组，ZF－120 型和 ZF－

100 型风动钻机，M T157－87 煤矿用

隔爆水袋通用技术、D SF－5 型低噪

声局部通风机、机械化掘进工作面综

合防尘技术、高硫高瓦斯矿井火灾标

志及自燃预测预报、用三维孔底应度



法测量突出煤层围岩应力规律、轻合

金在矿井中的应用、M T165－87 煤矿

负压风筒、SD W －1 型针状电子微差

压计、压风自救系统装置、双滚筒采煤

机通风排尘系统、A DJ 2 型瓦斯警

报断电仪、激光全息贴片云纹干涉法

研究采场围岩移动规律，预裂缝法防

止煤与瓦斯突出、下向钻孔工艺及配

套设备、液压反向防突风门及挡栏、液

浸式快速静态破碎药卷、A G H L－ 1

型个体吸收性粉尘连续采样器、AJB

－2 型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A F G

－1 型风速传感器、Z Y Q 1800－14／32

轻型液压支架、K G 5008 型风速传感

器、大倾角煤层顶板位移仪、大倾角采

煤方法等 100 项科研课题，完成并通

过科研鉴定项目 146 项。

1958～ 1990 年四 川 煤 炭科研 成 果一 览表





























第三节 学术团体

一、四川省煤炭学会

四川省煤炭学会成立于 1964 年

4 月，并在重庆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

后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学会停止活

动。1979 年 3月，四川煤炭学会在成

都重新成立，设井巷工程与开采、安

全、机械自动化、洗煤与综合利用、矿

井地质与矿山测量、矿井建设与工业

建筑等专业技术和科学普及 7 个委员

会。1984 年 10月，学会召开第二届理

事会，设科学普及、编辑出版、矿井开

采、煤矿机电、安全技术、矿井建设、加

工利用、地质测量 8 个委员会，增设技

术咨询部开展日常科技咨询服务工

作。

四川省煤炭学会组织召开矿压观

测、采煤机械化、通风安全、矿井地质、

综合利用等 36 次中、小型学术会议，

参加人员 1836 人次；出席西南四省区

五方(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大

型学术会议 7 次，参加人员 203 人次，

提交学术论文及总结报告 60余篇；围

绕煤炭生产建设举办科技讲座、报告

会 50次，听讲人数 6488 人次；举办电

机车脉冲调速、矿山压力观测、地县煤

矿通风、微机应用等专业技术培训班，

培训 531 人次；拍摄采煤机械化录像

片 3 部，在省内外煤矿放映，普及采煤

机械化技术知识；举办 5 届少年煤炭

科技夏令营活动，编印《作品选》1 册，

收录作品 45 篇；编辑出版《四川煤炭

学会会刊》和《蓄电池的制造与修理》、

《采场压力实测技术》等科技书籍，学

会会员共撰写煤炭科研论文及学术报

告 350 篇。其中获表彰的优秀论文 69

篇。1990 年，四川煤炭学会共有会员

1383 人。

二、四川省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四川省煤炭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成

立于 1982 年，与全国 23 个省、市、自

治区煤炭企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建立业

务信息交流服务网络。协会积极推进

煤炭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理论研

究和先进经验推广，配合四川省煤炭

工业管理局进行企业升级达标管理，

参与资格审查、考核验收、申报推荐工

作，共推荐评审省属以上煤炭工业先

进企业 75 个，评审目标管理、全面质

量、统筹法、滚动计划、价值工程全面

经济核算、市场预测、决算技术、系统

工程、内部银行、A BC 分类法等现代

化管理优秀成果 40 余个；组织会员单

位围绕治理整顿、深化企业内部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等专题



进行研究，评选企业管理优秀论著 47

篇。1990 年，协会创办《四川煤炭管

理》会刊，其团体会员已达 153 个。

三、四川省煤炭经济研究会

四川省煤炭经济研究会成立于

1982 年 5 月，系中国煤炭经济研究

会、四川省企业管理协会的团体成员

单位。研究会围绕工业经济实践开展

经济理论研究，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派

出 212 人次到昆明、哈尔滨、山西、安

徽、河北等省参观、推广现代管理方

法、电子计算机管理企业经验；与成都

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共同举办现代化管

理、计划统计、劳动工资、物资供应等

培训班，并在各地、市、州和省属以上

矿务局举办各种培训班 93 期，培训管

理人员 3700 余人次；撰写学术论文、

调研报告 346 篇，其中评选优秀论文

39 篇。1990 年，四川煤炭经济研究会

共有团体会员 38 个、个人会员 1400

余人。



第一节 专业教育

一、大中专院校

西南煤管局采煤专业学校创办于

1951 年 10 月，翌年 5 月改称西南工

业部采煤学校，1954 年 11 月更名为

重庆煤矿学校。至 1960 年，学校陆续

增设机电、建井、地质勘探、选煤和矿

山机制等专业，另开办采煤机电大专

班，有教职工 600 人，在校生 3549 人。

1969 年，学校下放给中梁山煤矿，学

生全部分配离校，教职工参加劳动；

1972 年，学校收归四川煤炭工业局管

理，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 年，学校恢

复统考，招收高初中毕业生 311 人，试

行煤炭部颁布的教学计划；1980 年，

学校被定为全国重点中专学校。1984

年 5 月，重庆煤矿学校更名为重庆煤

炭工业学校。1990 年，学校已累计培

养 1．4 万名毕业生，共开设采煤、机

电、通风、建井、选煤、机械、计算机等

19 个专业，办学规模近 1600 人，有教

职工 438 人(其中高级讲师 48 人)。

永荣煤矿学校创办于 1964 年(初

为重庆煤矿学校永荣分校)，设地采、

机电、财会专业，招生 245 名，实行半

工半读。首批学生毕业分配后，学校于

1970 年停办。

四川矿业学院前身系北京矿业学

院，1970 年因迁至四川合川县三汇坝

而更名。学院原设 5 个系、12 个专业，

迁川后实行矿校挂钩，边建校边开门

办学。1972 年，四川矿业学院首批招

收 480 名工农兵学员和 132 名短训班

学员，正式开学上课；1975 年，学院设

采煤、机电、机械、建井、勘探、测量、物

探、露天开采、选煤和电气自动化 10

个专业，招收新生 400 名；1979 年，已

累计毕业学生 2000 名。1982 年，学院

迁往江苏徐州，更名为中国矿业学院。

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创办于



1983 年 10 月，翌年正式开学。第一期

大专班招收财会专业学员 45 名，学制

3 年；政工管理专业学员 91 名，学制 2

年。1985 年，学院开辟干部中专学历

教育，招收行政管理、政工管理和财会

专业学员 152 名，学制 2 年；1987 年，

学院附设“四川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

心”；1988 年，学院开办大中专专业证

书班，招收工龄 5 年以上、年龄 30～

35 岁以上专业对口的在职干部。至

1990 年，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累计

举办大中专学历班、专业证书班和各

类专业培训班 173 期，招收培训四川、

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西藏等省区煤炭系统学员 4291

名。

二、技工学校

重庆煤矿技工学校创办于 1955

年 9 月，首批招生 300 名，设矿山测

量、机械管理、电气设备装修和矿山钳

工 4 个专业，采用课堂讲授与工厂实

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翌年 9 月更名

为重庆煤矿工人技术学校，1958 年改

称四川省重工业厅技工学校，1959 年

又称四川省煤炭厅技工学校。办学规

模曾一度扩大为 1700 人，1962 年 5

月停办。1964 年，重庆煤矿技工学校

恢复办学，设矿山电钳工、矿山机械、

矿山测量 3 个专业，招生 184 名，试行

半工半读；1969 年 2 月，学校再度停

办。1978 年 8 月，重庆煤矿技工学校

恢复重建，次年 3 月正式上课，入校学

生 599 名；1985 年，四川煤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创办，设机电、采煤、地质

测量 3 个专业，招收高中毕业和具有

两年以上工龄的正式职工入学，与重

庆煤矿技工学校实行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的管理体制。1990 年，重庆煤矿

技工学校共开设地质测量、采煤、综合

机械化采煤、矿井通风、电器仪表检

修、矿 山 电钳 工 等 专 业，在校学 生

1054 名，已累计培养各类中等技工

2．85 万人。

重庆煤田地质技工学校创办于

1978 年，办学规模 300 人，设矿山机

制、钻探工艺、钻探机械、矿山电工等

专业，学制两年。1990 年，学校已累计

毕业学生 1000 余人。

此外，1958～1962 年，天府、南桐

煤矿和达县、万县、温江、乐山、宜宾地

区煤炭局曾开办半工半读技工学校；

1978 年，永荣、芙蓉、天府、南桐、广

旺、渡口、松藻矿务局和中梁山煤矿相

继开办技工学校，办学规模 100～600

人，学制 2～3 年。至 1990 年，此类技

工学校累计培养中等技工 1．55 万名。



第二节 职工教育

一、工人培训

1951～1953 年，天府煤矿举办钻

探、采煤、机电、保安等短训班，培训工

人 1104 名，并从中培养提拔技术员

39 名。1954 年，西南煤管局所属各矿

从技工中培养出工程技术人员 300 余

名。1955 年，永川、曾家山、广元、南

桐、天府、东林、嘉阳、全济、华安煤矿

共有 6699 人参加风镐、风钻、电车、运

转、机电、测量、放炮安全检查等技术

训练班学习，其中的 2187 人由普工成

为技工。1956 年，重庆煤管局委托南

桐、天府、广元煤矿举办各类技术训练

班，培训后备技工 2021 名。1958 年，

南桐、东林煤矿培训康拜因割煤机、绞

车等各种司机和技工 200 名；忠县煤

矿开办煤焦、机电业余训练班，为矿内

外培训技工 3229 名；江津新兴煤矿采

取师带徒、老带新、定师定组、师傅包

干办法，使 900 名新工人逐步达到二、

三级工水平；达县、西昌专区组织大矿

带小矿，开办技术训练班，分别培训采

掘、井建、洗煤、机电等技工 1100 和

2000 余人。

1965 年，四川省属以上煤矿贯彻

煤炭部平顶山会议精神，结合生产建

设开展脱产技术练兵 8346 人次，半脱

产不脱产练兵 4891 人次，使工人技术

操作水平普遍提高。永荣矿务局技术

练兵前 70 % 的掘进碛头未使用风钻

架，脱产培训 406 名掘进工后不仅普

及了风钻架，而且打眼工时由 3 小时

缩短为 1 小时。

1982 年，四川省属以上煤矿开始

对 1968 年以来进矿的三级工以下的

技术工人进行初级技术补课，重点对

瓦斯检查员、放炮员、安全网员、瓦斯

泵工、救护队员和各种运转司机进行

分级培训。1987 年，攀枝花、芙蓉、广

旺、华蓥山、达竹矿务局和威远、嘉阳

煤矿组织 1．1 万人的岗位练兵活动；

四川省煤炭工业局在华蓥山矿务局绿

水洞煤矿举办省属以上煤矿井下维修

电工与瓦斯检查员技术比武，从此拉

开多工种练兵比武活动的序幕。1990

年，芙蓉矿务局在全省“采、制、仪”练

兵比武中夺得团体冠军和 3 项个人第

一名，并派 2 人代表四川参加全国采

煤系统“采、制、仪”练兵比武活动。

二、干部培训

1950 年，南桐煤矿开办两期工会

干部训练班，并派员到西南革命大学

学习。1952 年，天府煤矿有 232 名干

部接受企业民主化管理培训，其中



180 名干部分赴北京矿业学院、东北

工学院和重庆市总工会进修。1953

年，天府、南桐、全济、嘉阳、华安、广元

等煤矿举办短期训练班、文化速成班，

组织 1251 名干部学习政治、文化和业

务技术。

1954 年，西南煤管局设立干部学

校(1958 年改称四川省煤炭厅干部学

校)，开始系统培训煤矿基层领导干

部、军队转业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

1960 年，学校由重庆迁至成都，办学

规模扩大为 600 人；1966 年，学校累

计开办计划管理、企业管理、劳动工

资、财务会计、政工、采煤生产、地质测

量、机电、机械、化验、矿山救护、掘进

区队长等专业班 119 个和文化培训班

18 个，培训各类专业干部 6204 人。后

因“文化大革命”，干部学校停办，四川

煤矿干部培训工作一度停顿。

1980 年，四川煤炭工业局干部学

校复校开学，第一期企业管理学习班

吸收 40 名矿级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此

后，天府、松藻、攀枝花、南桐矿务局相

继开办干部学校。1982 年，全省煤炭

系统 5 所干部学校共开办专业训练班

37 期，培训干部 2210 人。1985 年，芙

蓉、攀枝花、广旺、华蓥山、达竹矿务局

和四川煤矿基建公司派员赴北京、徐

州参加采矿与机电总工程师、机电工

程师、统计报表计算机培训班或煤矿

机械工程师知识更新刊授进修班学

习，共培训干部 478 人。1987 年，四川

煤矿干部培训开始着重向岗位培训转

化。1990 年，仅成都煤炭管理干部学

院岗位培训班即培训各类干部 377

人。

三、职大、电大、函授教育

1964 年，重庆煤炭工业学校附设

“四川省煤炭工业业余高等函授部”，

从煤矿职工中招收采煤专业函授生

150 名，学制 5 年，后因“文化大革命”

停办。1975～1976 年，四川省属以上

煤矿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69 所，

其中全脱产的 12 所、半脱产的 50 所、

业余的 7 所，开设采掘、机电、矿建、土

建、钻探、财会、医药等 22 个专业 100

个班，在校学生 2651 人；地县煤矿开

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20 所，有学生

近 600 名。1978～1979 年，因师资、教

材、教学设备条件不具备，部分“七·

二一”工人大学相继停办；渡口煤炭指

挥部和天府矿务局开办电视大学教学

班，设有机械制造、电子工程等专业。

1981 年，四川煤炭系统“七·二一”工

人大学全部停办。1983 年，永荣、广

旺、达竹、华蓥山矿务局亦开办电大教

学班，分设电子自动化、土建、工业会

计、工业统计、工业管理和党政干部专

修科等专业。1986 年，华蓥山矿务局

开办电视中专班，招收经济管理和行

政管理专业学生 138 名；西安矿业学

院在南桐矿务局设函授教学班，招收

本科函授生 17 名，学制 5 年。1990



年，芙蓉、广旺、永荣矿务局和中梁山、

嘉阳、威远煤矿也开展函授教育；华蓥

山矿务局制订奖励办法，对职工参加

函授学习或自学考试取得大学本科、

专科和中专学历者分别奖励 350 元、

300 元、250 元。四川省属以上煤矿已

有 4202 名职工通过 电大和委培、代

培、函授等途径获得大专学历，另有

2421 名职工获得中专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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