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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电力高级技工学校(45阶段校名均简称电力技校，在不

致与他校混淆的情况下，以学校取代)为电力工业部部属、福建

省电力工业局(简称省电力局，更名为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后简

称省电力公司)主管的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1990年，全校教

职工167人，招生263入，毕业分配173人。1992年，福建省

电力技工学校更名为福州电力技术学校，1997年改建为福州电

力高级技工学校，继而成立福建电力技能培训中心，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职前，职后教育并举，最后向职后培训为主的职能转

变。1997年，技校占地面积2．7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36万

平方米。教职工182人，其中专职教师104人，获得高级职称的

24人、中级职称的51入；取得教师上岗资格证书的69入；取

得高级工证书的15人、中级工证书的19人、初级工证书的4

人。1999年停止招生，在校生150人，分配毕业生142人。师

生员工也逐年递减。1990---2001年的12年间，学校开设的长线

专业有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运行与检修、电厂热能动力设备运行

与检修、电厂水能动力设备运行与检修、输配电运行与检修(分

别简称发变电运检、热动运检、水动运检、输配电运检)4个；

另招收过两届发变电运检专业高级技工班、一届在职变电运行专

业高级技工班、一届电气检测与试验专业班和一届焊接专业班。

至2001年lO月，共输送毕业生2198入(1958年建校以来累计

5000余人)，培训各类专业班共520期，学员24474人(1960年

以来累计25116人)。至2001年，建筑面积增为3．96万平方米，

教职工151人。

20世纪90年代初，电力技校由于“两落三起”(停办复办)

的客观因素，仍然存在基本建设不足的问题。省电力局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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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发展情况，省电力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学校检

查工作，对加大教育的投入大力支持，对基建、设备和办学经费

拨款逐年增加，为电力技校分优解困。三年之间，校建筑面积和

占地面积分别扩大i／5和1／lO。教学和生活设施均大为改善。

1990年12月，能源部党组在临汾电力技工学校召开现场会，号

召全国能源系统首先在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开展学习临汾

电力技工学校的活动。这股强劲的东风进一步推动了学校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经过宣传动员，“学临汾、创三优、争一流”

活动迅即在电力技校全面铺开。全校干群集思广益、治校抓本，

坚持以法治校、从严治学，力争两三年内创建“优秀教学质量、

优良学风校风、优美学习环境”。为做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将

规章制度汇编成册，以规范师生员工行为，整章建制大大提高管

理水平，使师生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正气上升，学风、校风建

设取得明显效果。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带路德

育先行。学校把端正学习态度、巩固专业思想和接受知识、培训

技能相结合，要求学生“学技术先学会做人”；要求授业者从严

律己、为人师表、更新知识、改进教学、循循善诱。为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学校抓紧教学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并改进教学方

法、方式；为建设输配电运检专业生产实习基地，在省电力局的

支持下和福建省第二电力建设公司、福州供电局、南平供电局的

协助下，无偿调拨铁塔、水泥电杆、架空线路和金具，并及时安

装完毕，保证了该专业的顺利开办。由于学校强化了实习教学，

加上学生学习刻苦，使该专业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对于师资培训，学校制定青年教师参加生产实践的办法，定期进

行业务技术考核并建立考绩档案，实行全校教师聘任制，开展

课堂教学竞赛、教案评比、班主任工作评比等，引入竞争机

制；为突出生产技能教学，办出职业教育特色，而深化教学改

革，不断引进和创新教学模式。《电工仪表》的模块教学，融

理论与实践为一体，集电化、模型、挂图之大成，进行教学内

容和方式的全匦改革。在课程设置上，有些专业课本讲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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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组合，遵循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原则，打破了传统的以学

科为主线的课程体系。为提高办学层次，电力技校开办发变电

运检专业高级技工班，对高级技工班采取逐级分流、分段培养

的方式，省劳动局认为此举填补了八闽高级技工教育的空白，

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开创了一种因材施教培养人才

的成功范例。 ．

1992年，为培养学生就业后的岗位适应性，电力技校试行

“双证制”(毕业证、技术等级证)。毕业生技术等级考核，由省

电力局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委员会组织，委托学校具体实施。“双

证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技能水

平，也为企业实行岗位资格证书制打下基础。截至当年的统计，

该校毕业生约占省电力系统职工总数的1／6；对773名毕业生进

行跟踪调查，胜任率为95．8％(其中优秀率为30％)，被提任值

长、班长、技术员等职务的共有85人。毕业生质量获得企业肯

定的评价。学校征地扩大面积后，在教学区养花、种树，进行绿

化、美化，被誉为花园式的学校。教学质量、学风、校风、学习

环境均迈上新的台阶。当年3月24日，福建省劳动局评估组按

5项指标、44个项目进行考核，电力技校获得98．86分，荣登全

省144所技工学校榜首。

1993年8月，电力技校自行设计的模拟电厂建成，投入教

学实践。它既满足了学生操作的需要，又可为电力职工提供培训

场所。后又陆续开发了水动仿真装置，筹建了500千伏变电站仿

真装置，使功能齐全的模拟电厂成为省内、部内同类学校中具有

示范性的一项教学设施。又如《电工仪表》“MES”教室曾获全

国电力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优秀科研项目二等奖；调入的3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给学生提供了全国少见的校内大型机组检修

实习机会；计算机教学网络，其功能、规模均处于全国职教领先

地位；具有220千伏铁塔结构的输电线路和10千伏水泥杆配电

线路，优化了输配电运检专业的技能培养；自行设计、施工、更

新改造的继电保护、控制、信号盘，使校内二次线安装检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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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实践更加贴近；具有先进设备的实验室已增至13个，实

验开出率达97．6％；心脏复苏紧急救护实验室在电力系统技校

中独具特色，其培训经验与服务生产的社会效益曾受到中国红十

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洲地区代表团卫生代表一行的赞

誉。由于教学成果显著，在省(部)级重点技校评估中，电力技

校以101．2分再夺桂冠。当年12月8日，劳动部组织的国家重

点技校评估组进驻学校，他们对照评估细则，进行量化评分。评

估结果，电力技校成绩又稳居福建省参评的3所技校之首，在全

国同时参评的15所电力技校中也名列前茅。1994年1月25日，

劳动部授予电力技校“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称号；7月19日，

电力技校被电力工业部授名为第一批“电力职业技术教育标兵学

校”，校长林正馨代表学校接受锦旗，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节

目中予以报道；8月，电力技校被国家教委、体委、劳动部授予

“全国职业教育系统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9月，被劳动部

授予“全国重点技工学校”牌匾，同时，再次被电力工业部授予

“电力系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全国重点评估之后，电力

技校转入劳动、工资、人事三项制度改革(简称“三改”)的实

施和验收阶段，对待岗、下岗、离岗有关问题均有实施细则，以

此推进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

1996年，省电力局下达招生与就业改革的原则意见：“缴费

上学，不包分配，择优录用，合同管理”，逐年压缩职前教育，

将招生控制在160人以内。而当时电力技校的硬件、软件设施和

教学功能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适用于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面

对电力职业教育改革潮流，分析校内条件，经过社会调研，电力

技校呈送创建电力高级技工学校的报告，1996年11月8日，获

劳动部、国家计委批准。1997年7月7日，省电力局正式为福

建省第一所电力高级技校(全国首批30所高级技校之一)——

福州电力高级技工学校挂牌。为运用现代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手

段有效提高学生素质，学校进一步优化技能教学条件，陆续建成

机械基础、电气设备、水轮机调节等模块教室。培训效果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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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职后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新开的培训工种有变电运行

工、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水机检验工和在职高级工等；还

受省电力局委托对全省电力系统窗口人员和省电力中心调度所电

网调度系统值班人员进行持证上岚培训；为新安置到电力系统的

复退军人进行岗前培训。学校以培养电力高级技工为支柱，使职

前、职后相衔接，行业、社会相沟通，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能

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相配套，为建立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而独

树一帜。此后3年，每年培训人次成倍或数倍增长。背靠企业，

面向社会，学校肩挑职前、职后两副重担。职前教育坚持以理想

育人为先导，以教书育人为基石，注重技能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

培养。1996年、1997年两届14个班共有627名学生参加技术等

级考核，考评出高级工47人，中级工优等生9人、中级工451

入，初级工120入，取得了高、中级工占80．9％的优良成绩。

从此分配也打破旧模式，以量化评定学生毕业总成绩，按照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解决学生就业

问题。

1999年4月16日，省电力局下达《关于局属中专、技校

实行教育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电力技校奉命停止招

生，转变学校职能，加强职后教育培训。为实现以职后教育为

主的职能转变，经福建省劳动局批准的已成立5年的福州电力

技术学校职业技能鉴定站，除为电力系统鉴定外，还面向社会

其他企业。2000年s月17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

司批准，电力技校建立电力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亦

即福建省供用电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该鉴定站承担福建省电

力行业22个特有工种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的考核与鉴定

工作。受省电力局人事教育都委托，电力技校还兼有指导局属

企业开展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和企业培训基地工作，以及企业的

技能鉴定工作等。至2001年，经校鉴定站考核的共有3439人，

取得证书(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的共有3149人。同年8月，电力技校与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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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并重组，成立福建电力培训中心，保留福州电力高级技工

学校和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名称。它作为省电力系统的培

训网络龙头，正以其雄厚的教育资源和独特的教学功能，为再

创辉煌开始新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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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 校沿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职业教育形势的发展和校

级领导的更迭，电力技校行政机构曾经历3次较大的调整。学校

所开设的4个长线专业为发变电运检、水动运检、热动运检、输

配电运检；另招收过两届发变电运检高级技工班、一届在职变

电运行高级技工班、一届焊接专业班和一届跨年代(1988年

入学，1991年毕业)的电气检测与试验专业班。1999年4月，

学校奉命停止招生，转变职能进行职后教育教训，1990---1999

年9月共招生2107名。1990---2001年，从对毕业生实行定向

分配逐步改为择优推荐就业。至2001年10月，共输送毕业生

2198名(包括跨年代的一届)。

第一节机 构

1990年，电力技校继续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为林正馨，

两位副校长分别主管教学和后勤工作。下设11个职能部门，即

校长办公室、人保科、教务科、电力科、动力科、教育研究室、

学生科、行政科、综合服务部、实验厂和学校建设办公室。财务

组和1名行政监察员由校长直接领导。教学基层组织有普通课、

数理、基础课、电工、电力、水动、热动、电气实习、电气实

验、动力实验、电化电算、钳工等12个教研组，分别划归教务

科、电力科、动力科管理。1991年，行政科改为总务科。教务

科中的部分学科和学生科中的部分管理工作划归新组建的德育办

公室负责。德育办公室隶属校党委，其业务范围包括学生的德

育(品德教育)工作、政治课教学、美育教学和学生劳动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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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2年，电力技校更名为福州电力技术学校。德育办公室

改为德育研究室，管理扩大到政治、语文、体育各科组成的普通

课教研组，并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的行为规范)和美

育(仪表、举止、文艺活动等)工作。

1995年7月，陈宪任校长。次年，为适应教育从职前向职

前与职后并重转变，中层机构按业务发展需要进行调整。行政

部门保留校长办公室、人保科、教育研究室，增设计财科；负

责教学和学生管理的教务科、学生科分别改为教务处、学生

处，设实习培训中心；后勤部门改总务科为总务处，增设多经

办公室、劳动服务公司和实业开发公司。部门分工也有新的变

动，教务处主管教务组(图书馆)和普通课、输变电、电工、

动力、实验等教研组；体育教研组由学生处与团委共管；实习

培训中心下设电气工艺组、电化电算组、钳工组和模拟电厂；

多经办公室和总务处管理医务室、食宿部；劳动服务公司设事

务组、水电组；实业开发公司下设实验厂、工程队、设计室、

贸易部(高电技协开发部)。1997年7月，学校改建为福州电

力高级技工学校。

1999年1月，郑尚珍任校长。为适应学校职能的转变，管

理机构重新调整为7个部门：行政事务部、教学管理部、培训工

作部、技能鉴定站、政治工作部(归党群口)、后勤工作部、企

业办公室。行政事务部包括办公室和人事、保卫2个科室及网络

中心；教学管理部下设9个班组：教务组、生管组、专业组、基

础组、电化电算组、实验组、仿真组、实习组、图书馆；财务、

总务、医务室、车队4个班组属于后勤工作部；企业办公室管理

劳动服务公司、实验厂、设计室、工程公司、物资公司、招待

所、食堂(包括2001年成立的恒立公司)等。

2001年8月17日，福州电力高级技工学校与福建省电力有

限公司党校合并成立福建电力培训中心，但仍保留福州电力高级

技工学校、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名称。杨镇任福建电力培训

中心主任(校长)。职能机构重组为5部、1站、l公司，即主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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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包括人事工作)、教培工作部、教培开发部、计划财务

部、后勤管理部，技能鉴定站，后勤服务总公司，共有7个部

门。中层干部和班组长均采取考核方法竞争上岗。

1996～1998年学校行政机构设置见图l一1。1999一--2001年

学校行政机构设置见图1—2。1990～2001年校级行政干部任职

情况见表1一l。

校

长

教

务

副

校

长

总

务

副

校

长

学生处120)

实习培训中心
27(3)

教务处53(4)

劳动服务公司
l 8(2)

实业开发公司
!jl型

爹鑫蓦21(3)

教研室3(1)

人保科5(1)

办公室10(2)

体育组4

电化电算组5

模拟电厂7

输电组11

普通课组7

教务组4

水电组5

事务组8

贸易部3

工程队3

设计室5

实验厂8

食宿部9

医务室3

注部门、班组后面的数字为定员数，括号内的数字为中层千部职数。

图1—1 1996～1998年学校行政机构设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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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所示为2001年秋两校合并前的行政机构设置情况。

图1—2 1999～2001年学校行政机构设置

表l—l 1990～20@1年校级行政干部任职情况

姓名 职 务 任职时阀

林正馨 校长 1988年4月～1995年7月

邱潭生 副校长 1989年lO月～2001年7月

张宝铨 副校长 1989年10月～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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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林洪龙 副校长 1993年7月～1995年7月

陈宪 校长 1995年7月～1999年1月

陈振贤 副校长 1995年7月～2001年8月

郑尚珍 校长 1999年1月～2001年8月

杨镇 校长(培训中心主任) 2001年8月～2001年10月

周文斌 培训中心副主任 2001年10月～2001年10月

翟玉界 培训中心副主任 2001年10月～2001年10月

洼2001年lO月为校志下限，非任职终止时间。

第二节专业设置

1990年，电力技校开设的长线专业有发变电运检、水动运

检、热动运检、输配电运检4个专业。发变电运检、水动运检各

有2个专业班，热动运检、输配电运检各有1个专业班。当年在

学的尚有1988年开设的一届电气检测与试验专业班。学制均为

三年。1991年发变电、水动、热动运检曾开设二年制专业，输

配电运检专业仍为三年制，在学共有12个专业班。

1993年，新设二年制的焊接专业(1个班)。又连续2年开

办三年制的发变电运检专业的高级技工班(各1个班)。

1996年起的2年中，先后停设热动运检和水动运检专业，

保留发变电运检和输配电运检专业直至1999年停招新生。

1998年入学的发变电运检(其中1个变电运行高级技工班为二

年制)和输配电运检共有5个专业班，学生于2001年全部

毕业。

1990"-"1998年专业班统计见表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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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番福州电力高级技工学校志
表1—2 1990"-1998年专业班统计

裁／主年瓣豢 发变电 水动 热动 输配电
变电运行

班数／班数＼⋯’ 焊接 (高级技 备注j淤j 运检 运检 运检 运检

入学年份、＼＼ 工班)

1990 2／ 2／ 1／ 1／

199l 1／1 1／1 ／1 2／

1992 2／1 1／ 1／1 l／ 1988年入

学的三年制
1993 3／ 1／ 2／ ／l 1／

电气检测与
1994 3／ 1／ 1／ l／ l／

试验专业于

1995 3／ l／ l／ 1／ 1991年毕业

1996 3／ I／ l／

1997 3f l／

1999年停
1998 2／ 2／ ／1

止招生

注1998年所招的在职发变电运检专业高级技工班的学制为2年，有别于短期的

职后教育。因而与同年份所招的专业班一并列表。

第三节招生·分配

一、招生

1990年电力技校招生，由省电力局根据电力生产需要报请

上级批准后下达招生方案，经省劳动局同意行文执行。按省劳动

局分配的统招与内招指标，学校派员配合地、市招生办开展工

作。当年三年制的发变电运检、水动运检、热动运检、输配电运

检4个专业共招收263名学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省劳动局不再组织技校招生统考。

对高中毕业生，经省高招办统考，并经市技校招生办同意后，技

】2



第一章学校咀膏
校在大学本科、专科录取后余下的曾报技校志愿的考生中招收。

对初中毕业生，在各地中招办按中考成绩依次解决重点中学、

中专的录取名额后，经当地技校招生办同意，技校从其中曾报

该校志愿的考生中招收。招生总额中女生占25％，对电力系统

内职工的子女实行内招占30％，对地处边远的考生还适当照顾

降低分数段录取。由于系统内子女中往往男生成绩低于女生，

经电力局同意有时女生比例可达30％。为继续实行“计划内”、

“计划外”学生浮动制度，技校向省劳动局申请5％的差额招生

(主要照顾系统内子女)，以便按品德与学业成绩的优劣而浮

进、浮出。

1993年，除4个长线专业外，增招三年制的发变电运检高

级技工班和二年制的焊接班学生，共招收初中毕业生244名，高

中毕业生47名。

1996年省电力局下达招生改革意见后，系统内子女招生名

额占75％，社会统招仅占25％。系统内子女如高分录取，可划

入社会统招的指标，因此系统内子女实际招生名额比率几近

80％。1998年秋季，为学校的最后一次招生，共招收学生148

名，其中包括2个三年制发变电运检专业班、2个输配电运检专

业班以及1个二年制变电运行高级技工班。1990～1998年，共

招生2107名。

二、分配

1990年，三年制的发变电运检专业85名、永动运检专业

44名和热动运检专业44名学生，在学习的最后一年下厂实行

预分配实习，毕业时按定向分配(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原

则，输送到电力系统各地用人单位。次年，各专业班改为最后

一学期下厂预分配实习。此后4年间发变电运检、水动运检、

热动运检和输配电运检4个专业毕业生共1025名亦按上述原

则分配到发供电等电力基层单位。1995届毕业生曾按成绩实

行“择优分配”。

1996年起所招新生均不包分配。省电力局与企业(用人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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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叠

位)签订“需求预测合同”；学校与学生及其家长签订“不包分

配合同”。当年，电力技校取消毕业生的预分配办法。

1998年4月，省电力局下达“福建省电力工业局对局属中

专、技校毕业生实行择优推荐就业的实施办法”，即采取学校推

荐、用人单位考核、省电力局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综合协调平衡的

办法，确定毕业生推荐就业单位。电力技校推荐实行“三公开”，

即毕业生综合考核成绩公开、需求计划公开、毕业生推荐单位公

开，但亦适当考虑个人就业的志愿及户籍所在地等条件。1998

届4个专业201名毕业生，有29个用人单位参加考核录用会。

考核结果为199名毕业生被录用；2名毕业生因口试不合格，推

迟半年由省电力局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分别推荐接收单位；用人单

位对品学兼优的7名特优生实行在户籍所在地区内优先择业或者

跨地区照顾择业的优惠政策。厦门在原定分配计划之外又接收5

名优秀毕业生。

1999年7月，1999届毕业生正式按省电力局前三年招生时

下达的“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的分配政策贯彻执行；并根据

“滚动竞争”制度制订择优推荐的实施办法，其中包含择优原

则、地区(县、市)优先原则、第一志愿优先原则、特优生优

先原则、专业优先原则(针对跨专业填报输配电专业志愿)

等。输配电运检专业求大予供，为满足电力系统人才的需要，

学校从发变电运检专业中调剂5人按输配电运检专业分配。发

变电运检、水动运检、输配电运检3个专业毕业生共145名，

除3名供需见面考核不合格外，其余142名用人单位均按推荐

意见录用。未分配的3名学生，继续留校跟班学习一年，保留

其推荐就业资格。

2000届和2001届的班级均按毕业生数的1／3进行分配。用

人单位仍按供需见面会考核成绩择优录用。2000,--．2001年，最

后两届发变电运检和输配电运检专业共分配毕业生96人。至

2001年，共分配12届毕业生2198名。

1990---2001年招生、分配情况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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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I一3 1990～2001年招生、分配情况

招生 毕业分
年份 专业 毕业生分配去向

人数 配人数

发变电运检(2)

水动运检(Z)
1990 263 173 定向(招生)分配至电力系统

热动运检(1)

输配电运检(1)

发变电运检(2)

水动运检(Z)
1991 289 204 定向(招生)分配至电力系统

热动运检(1)

输配电运检(2)

发变电运检(3)

水动运检(1)
1992 284 76 定向(招生)分配至电力系统

热动运检(2)

输配电运检(1)

发变电运检(3)

热动运检(1)

1993 291 输配电运检(2) 374 定向(招生)分配至电力系统

电高级技工班(1)’

焊接(1)

嵩屿43 石狮l 水口13 电建1I

池潭1 邵武供9万安3 承东7

发变电运检(3) 良浅1 同安1 福州8 厦门11
水动运检(1)

南平12 莆田13 龙岩6 漳州6
1994 289 热动运检(1) 233

输配电运检(1) 泉州14 三明8 古田lO 安砂2

电高级技工班(1) 华安4 船场溪3 沙溪口0范厝1

永安2 漳平6 杏林2 龙岩5

福州供15永安供4宁德1 漳平供4

嵩屿19 湄洲湾9 水口2 电建1l

池潭4 万安3 水东6 良浅1

发变电运检(3) 福州供13南平8 厦门供3 莆田5
水动运检(1)

1995 214 218 龙岩供9 漳州3 安砂6 泉州16
热动运检(1)

三明12 古田13 华安4 永安7输配电运检(1)

船场溪2 沙溪口10漳平lO 杏林5

龙岩7 福州13 高砂12 邵武5



续表

招生 毕业分
年份 专业 毕业生分配去向

人数 配人数

嵩屿5 石狮4 水口7 ～建33

池潭1 二建19 万安2 水东3

火包2 福州供24福清4 厦门供5

南平8 莆田16 清流5龙岩供11

发变电运检(3)
永安供1 邵武6 漳州9 三明9

1996 167 水动运检(1) 286

泉州2l 古团23 安砂3 华安1输配电运检(1)

船场溪2 沙溪口6 湄洲湾10宁德1

漳平5 杏林5 龙岩6 福州5

高砂2 棉花滩2邵武供s华能l

永安9 漳平供5

福州供18一建10 二建8 水口7

福清1 厦门供10嵩屿4 杏林5

漳州5 华安5 船场溪3泉州8

发变电运检(3) 石狮l 龙岩供7龙岩5 万安3
1997 162 195

输配电运检(1) 漳平6 棉花滩6南平14 邵武8

沙溪口5 三明lO 范厝1 永安10

安砂4 池潭6 良浅4 高砂4

班竹溪3 水东2 古田9 莆田3

福州供ll一建12 二建8 水口2

福清6 闽侯3 莆田6 厦门供6

嵩屿4 杏林3 漳州8 华安4

发变电运检(2) 船厂溪4 泉州8 石狮3 龙岩供8
输配电运检(2)

1998 148 201 龙岩2 万安5 漳平10 漳平供4
变电运行高级技

工班(1) 南平7 沙溪口5邵武6 邵武供6

三明7 孔头7 永安10 安砂4

永安供4 池潭3 良浅2 清流3

雍口8 宁德2 古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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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招生 毕业分
年伤 专业 毕业生分配去向

人数 配人数

漳州4 漳平2 永安7 一建5

二建6 厦门供12杏林3 嵩屿5

水东2 石狮2 沙溪口3 水口1

1999 O 142 三明17 泉州6 莆田5 龙岩供3

龙岩2 南平15 华安3 古田5

福州供8 贡川8 安砂1 范厝1

竹洲8 沙县8

福州供9 厦f1供3薷田l 泉州2

发变电运检(2) 漳州1 龙岩供2永安供2三明1
输配电运检(2)

2000 O 50 南平3 水口6 邵武供1 古田4
变电运行高级技

工班<1) 华安2 水东l 良浅l 沙溪口l

永安2 邵武l 漳平z 二建5

福州供5 泉州1 永安l 邵武3

福清3 邵武供1 水口3 漳平3

古田6 华安1 屏南2 范厝l

2001 0 46 二建2 漳州2 清流1 永泰1

石狮l 三明1 南平1 建阳l

船场溪1 肖屠1 龙岩2 莆田1

沙县1

注1．分配人数系指前三年(三年制)、前二年(--年制)入学修业期满、成绩及格

的毕业生分配数。

2．1994～2001年“毕业生分配去向”中的地名，为电力系统单位所在地．而非

单位名称；地名后加。供”字，表示为该地供电单位，地名后的数字为接收

学生人数。福建省第一、第二电力建设公司以一建、二建简称，或“电建”

统称．

3．“专业”一项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开课班数。

4．火包为福建省火电工程承包公司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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