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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山水电站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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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隧洞进口



发电机房

中央控制室



生活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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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I山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至今已过三十个
春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

工人和干部历艰辛、洒汗水，献智慧，创造出了昭

昭业绩；也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违背客

观规律、疏于管理，不乏失败的教训。这些历史轨
迹，应载于册籍，以为继往开来、赓续进取之借

鉴。但是从建站到现在，机构曾经较大变革、几分

几合，人员调进调出、变动频繁，以至档案乏人管

理。许多宝贵资料或散失难觅．．或焚毁无存，所剩

寥寥；且查阅极为不便，经常为查阅·份资料而翻
箱倒柜亦难遂愿。

方今，正处百业俱兴年代，举国修志，乃有编

修《毛尖山水电站志》之议。鉴于兹事意义重大、

任务艰重，必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肩负其责，厥有期

成。乃于1984年夏成立修志机构，并物色编纂人员

以充其任。他们受命之后甘冒酷暑、不避严寒，撷
于四面八方，录于字里行问，历三载、集众略，始

出兹篇。其间之辛劳艰困，自不待言口 一j

。



毛尖山水电站志

这部志书首列概述，综今昔之概况、汇全书之
精华，陈述利弊、反映规律；次列大事记，记述建

站以来的大事、要事、新事、为贯穿各志之经；后
列志十章，横陈门类、纵叙发展，秉笔直书、褒贬

互见。此志之成，于资治、于教化、于存史，不无

裨益。
t此志书虽已纂成，但由于修志对于当代人来说

是一项新工作，’再加资料残缺、时间仓促，难免舛

误，殷望同志们匡正o ．

。

毛尖山水电站主任兼党委书记台建纲
， 一九／kA．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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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与．!伤心一?并处．0’』。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I’0’
、‘

。．⋯，。’(代序)．j 一’：． ‘，

·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牡丹亭·写真》中说
+道；．鬈三分春色描来易，’}段伤心画出难"。笔者

I 觉得当代修志也有相似之处，』歌功颂德易，’记取失
误难，若能处理好这对矛盾，就能称之为新方志中

i ‘的成功之作o’。值到庆幸的是，，《毛尖山水电站志》

。 就体现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达到了时代性与
i 科学性的高度统二：。，]，．’‘’’⋯．。‘‘一．．一” ．。j

，．安徽省毛尖山水电站是拓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口}
。 志书毫不掩饰它的“伤心"．之处：在那个“发高烧’’一
“

的年代里，电站一无雄厚资金，二无计划材料，．三
： 无专业队伍，．，就凭着“不是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j。 的主观蛮干精神，‘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地
“

盲目上7马。然而，一客观规律是无情的，工程建设
中，j～大坝心墙裂缝∥引水隧洞无防渗性能隽发电机

! 组露天锈蚀⋯⋯工程几乎都成了先天不足的．“畸形：

儿?o建三年，修四年，，为“畸形儿"矫形；。耗费
! 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直至交接运行时，机组还存
； 在40项较大缺陷，．大坝心墙灌浆治理竞达十余年之
： 久．．．⋯这些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不是编者的，
j ‘3 ·

9



毛尖山水电站志

随意采撷，而是他们别具匠心地告诉读者，工程存

在缺陷，后来者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也同时在

告诉读者，前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无畏

精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

路，用鲜血和汗水浇铸了这颗大别山区的明珠。

历史拂去新的一页。通过建设者们的努力，毛

尖山水电站再不是昔El的畸形儿了，它是70年代的

安徽省“大庆式企业∥，80年代安徽省最佳经济效
益银杯奖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给它们带来了一派
盎然春意、蓬勃生机。志书详尽地展示了主人翁的

辛劳与智慧。 “一段伤心”迎来无限“春色”，创

业者们的光辉业绩极其鲜明对比地呈现给了它的读

者。
’

’
’， +

由于编者思想解放，立意准确，选材精当，《毛

尖山水电站志》从内容到形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宋·苏轼《书吴道子画

后》)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尝试，为站志、厂

志等专门性志书编篡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方志学

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古今平分秋色，．打破了新方志“详今略古”

的常规。 一 一
·

“详今略古"是新编地方志的一个普遍性编写

原则，但对于水电站志这一特殊现象来说却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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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义。因为水电站志中记述的对象大部分是

一次性建筑，后来仅是设施维护和工程缺陷处理内

i．容，这就决定了志书上限内容多于下限内容二如果

钽纠弧械地搬用“详今略古"的原则：那就势必形成电

站现状的一个“展览简介’’，使志书失去应有的“资

治"价值。《毛尖山水电站志》掌握了这一矛盾的

特殊性，一反常规，运用了一定篇幅记述勘探、设

计、施工，交接运行等前期工程，并把施工留下的

缺陷以及治理的措施方案备载无遗。这不仅合理处

理了志书中的“难，，与嘣易?，而且把读者引入当‘
年那火热的工地，扼险攻关的战场，赋予了志书所

不多见的情节性，突出了志书所应有的时代性o
～

二、叫自然环境"开篇，。打破了志书“严守疆
界”的空间概念。’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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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首要特征是．“区域性”。这是所有志书

必须遵循的原则。笔者所见到的水电站志，厂志都
严守站区，。厂区的小天地，取材范围不越雷池一

步。其实不然，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着的，

作为省志、县志是可严守区域疆界，而作为水电站7

志、工厂志也局限于巴掌大的空间，。那就使现实中

的内容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o+工厂志要不

要记它的原材料基地?水电站志要不要记它的流域

地理环境?请看《毛尖山水电站志》，‘它走出了小一

．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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