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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经久不衰。
通过编修地方志，可以集中、系统地记载一个地方在一个历史阶段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历史成就和经
验教训，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历史作用。
编纂出版《石炭井区志》，意义重大——因为石井区已于2002年10月撤销合并至大武口区，石井区建
制已不复存在；但石K-井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发展历程，却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可磨灭，这是全体石炭井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因此，大武口区有责任、有义务，将原石炭井区的历史抢救性整理记录保存下来。
　　“石炭”者，“煤炭”也，石炭井区因此而得名。
明末称之为“上迭里口”（蒙语）。
清代至民国时期，前来石炭井挖煤的人渐多，遂称此地为“石炭沟”。
1941年宁夏建设厅厅长李翰园视察此沟，改“沟”为“井”，故名“石炭井”。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对石炭井煤炭资源的开发，昔日“风吹石头跑，荒凉不长草”的石炭井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因煤而兴，因煤设区。
石炭井历史上几次被划入划出周边地区。
其地名也几次变更。
1970年10月23日设区时，叫“石炭区”，1973年改称“石炭井区”，1975年改称“石嘴山市三区”，后
经地名普查，恢复“石炭井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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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经久不衰。
通过编修地方志，可以集中、系统地记载一个地方在一个历史阶段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历史成就和经
验教训，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历史作用。
编纂出版《石炭井区志》，意义重大——因为石井区已于2002年10月撤销合并至大武口区，石井区建
制已不复存在；但石K-井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发展历程，却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可磨灭，这是全体石炭井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因此，大武口区有责任、有义务，将原石炭井区的历史抢救性整理记录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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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古生界缺失泥盆系和下石炭统，发育中、上石炭统和二迭系，岩性以海陆交互相的含煤构造为
主，广泛出露于石炭井、马莲滩、蚕特拉、大武口沟、东白疙瘩山等地。
　　石炭系为境内最早成煤期的煤系地层，自老至新见有中统靖远组（C2i）、羊虎沟组和上统太原组
。
　　靖远组：厚83.1 米。
底部为砂砾岩、石英砂岩，偶见褐铁矿团块、铝土岩扁豆状体，向上出现一层富化石的生物灰岩，上
部为石英砂岩、黑色页岩和一二层生物灰岩。
古生物化石丰富，已发现腕足类、珊瑚类、腹足类、头足类。
木贼目、真蕨和种子蕨纲等化石赋存。
　　、羊虎沟组：厚488米。
下部为石英砂岩夹灰黑色页岩，见有1～2层薄煤层.或煤线；中部为灰黑色页岩夹砂岩、生物灰岩，夹
煤层、煤线；上部为灰黑色页岩夹砂岩、生物灰岩等。
在该地层中已发现石松目的鳞木、鳞孢叶、脐根座：楔叶目的楔叶；木贼目的芦木；真蕨和种子蕨纲
的脉羊齿、网羊齿、大脉羊齿、栉羊齿等植物化石；苔藓虫、多孔苔藓虫、三叶虫等动物化石及圆圆
茎、星照等。
海百合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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