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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力工业，从1882年在上海大马路第一次装机发电以来，至今已有

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中，电力工业几经兴衰起落，不断发展壮大，对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百余年的中国电业发展史中，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电力工业迅速兴起的

里程碑。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60多年里，电力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技术装备

十分落后，到1949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185万千瓦，年发电量仅43亿千

瓦·时，在世界各国分别被排列在第21位和第25位。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

40余年的努力，电力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90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350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6180亿千瓦·时，跃居世界各国的第4位。电力事

业兴旺发达，成绩辉煌。

旧中国的电业史，是一部被列强掠夺、饱受战争创伤的辛酸史。从过去的

文献档案上，虽然可以查到一些片断的史料记载，但没有一部系统记录旧中国

电业的史书或志书。

新中国的电业史，是一部艰苦奋斗、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创业史。自1949

年以来，虽然历史文献很丰富，也有一些专门论述新中国电业史的著作，但没

有一部系统记叙电力事业发展的专业志书。

中国电力工业一百余年的历史，凝聚着广大电业工作者的智慧和奉献，渗

透了他们的血汗，业绩昭昭，不可泯没。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电力行业艰

苦奋斗的历程，以求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与改革事业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我们

有责任把中国电力工业的创建与发展，把各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如实地记录

下来，永载史册，以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益当代，惠及子孙，起

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给我们创造了编纂电力

工业志的良好条件。从80年代以来，我们成立了中国电业史志编委会，领导编

史修志工作。各网、省(直辖市、自治区)电力局也成立了相应组织，在配合

部和地方编纂《当代中国》丛书的同时，相继开始编纂各自的电力工业志。为

了推动和组织这一工作，自1986年起，我们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电业修志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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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各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基本上是结合各网、省(直辖市、自治区)电

力局编纂电力工业志的实际，探讨并明确了修志中的有关问题，推动了修志工

作的进程。通过历次会议的学习、交流与研讨，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各

修志人员经过不懈的努力，从编拟提纲到收集资料、检索档案、反复考证，以

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指导性为一体，经过精心

编纂，一部部新的电力工业志陆续付梓，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编纂电力工业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来记叙电力专业的史实。它

是为电力行业立言、存史的。它不同于旧的地方志，是一项新的专业志。电力

工业志力求资料真实，重点突出，繁简得当，皆有备述，能符合时代的要求。但

电力工业志毕竟是史志类书开辟的一个新领域，有许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探

索、研究和创新。这一次的编篡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随

着社会生产力和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电力工业的历史还将继续发展下去，电

力工业志的编纂工作也将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们相信电力工业志将会受

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希望它对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以及史志学的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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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览《上海电力建设局电力建设

志》，浮想联翩，掩卷深思，不禁唤起对电力建设历史发展的深情回忆。

当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于1953年1月21日，在华

东大地上诞生了第一支电力建设专业队伍——中央燃料工业部华东电业管理

局修建工程局。在电力建设历史发展中，管理机构几经变革，直至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于1980年恢复建立华东电力建设局，1983年改称上海电力建设

局。我们较早参加电力建设的同志都亲经这个演变过程，既分享过她胜利发展。

的喜悦，也经历过她经受曲折、干扰的忧虑，更为她在新的历史时期奋发振兴

而激励。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38年来(1953～1990年)，广大电力建设职工在艰

难中奋斗，在曲折中前进，在改革开放中腾飞。共累计修复和承建了47座发电

厂，完成安装发电机组143台，总容量672．815万千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华东三省一市发电设备容量的16．78倍，其中上海装机总容量425．63万千

瓦，为建国初期上海发电设备容量的16．6倍。还承担相应的输变电工程项目，

7个国外电力工程项目，以及许多外系统有影响的工程项目。特别在国家改革开

放政策指引下，上海电力建设进入兴旺发达时期，承建的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

电厂引进的2台超临界参数60万千瓦发电机组和上海首次用世界银行贷款的

吴泾热电厂2台30万千瓦发电机组工程，标志着电力建设进入新阶段。

上海电力建设发展的历史，凝聚着广大电力建设职工的智慧和奉献。《上海

电力建设局电力建设志》是一部再现电力建设职工为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

进步，艰苦奋斗，四海为家，积极进取，为电拼搏的历史。业绩昭昭，可歌可

泣。

盛世修志。“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群国者以志为鉴”。自1987年8月开始，

修志办公室的同志，在上级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搜资于文卷，掘材

于群众，奔波于基层，埋头伏案，精心编纂，六易篇目，四改志稿，《上海电力

建设局电力建设志》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秉

笔直书，记叙广大电力建设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光辉业绩，以及在党的

领导下，上海电力建设的发展变化和巨大成就。全书图(表)文并茂，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突出专业特点，重点记叙承建工程、机械装备、科技与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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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营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类目，既有成功的

败的教训。书是历史，是用文字记载岁月的。真实的记叙，既是

昨天的再现，‘又是今天的借鉴。只有知之愈，才能感之深。它将作为我们企业

最真实的历史教课书，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和改革中给予启迪，以使有益当代，

惠及子孙，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无疑，编纂《上海电力建设局电

力建设志》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贡献。

编纂电力建设专业志毕竟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体例形式、资料运用，

尚在发展和探索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行家、专家批评指正。

具有光荣历史的电力建设职工，在新的征途中，必将继往开来，开拓进取，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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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

例

一、《上海电力建设局电力建设志》是一部以记载上海电力建设专业为主的

专志。 ～

二、本志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

三、记述范围以各个时期管辖企业为依据，即1953"-'1958年为华东地区，

1962"-'-1970年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地区，其余时期为以上海市地区为主

的火电、送变电施工企业。

四、上限始于1953年1月华东电业管理局修建工程局成立，下限迄于1990

年12月，个别记事内容有所延伸。

五、本志由卷首、专篇、人物、大事记、附录等五部分组成。卷首含有序、

凡例、概述；专篇分设承建工程、机械装备、科技与教育、机构与队伍、施工

管理、经营管理、基地与生活、党群组织共八篇；附录辑存重要文献和修志始

末，全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达形式。

六、专篇按“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丰Jh'-J类，纵述历史"为原则，详近

略远，讲求特色，突出重点，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以志为主，辅以图

表，分别穿插在有关章节之中或附后，以求图(表)文并茂。

七、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撰写为主，同一事情发生在跨年度，则用记事本

末体的形式，完整地加以反映。

八、全志语言采用语体文，除概述叙议结合外，其余均用记述体。叙事信

实，叙而不议，寓褒贬于史实之中。正文一律用第三人称。

九、文字及标点符号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颁的《简

化字总表》和国家出版总局1990年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数字用法参

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编制的《法定计量单位》；行文规范与格式执行中

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拟定的《关于编写电力工业志行文规范与格式的若干统一要

求》及《关于编写电力工业志行文规范与格式的若干补充要求》。

十、资料大部分录于档案资料，部分来自口碑资料、局机关各部门和基层

单位提供的资料。统计资料以上海电力建设局和华东电业管理局计划处统计报

表为准，一般不注明出处。

，亿



目

总 序

序 言

凡 例

概述⋯⋯⋯⋯⋯⋯⋯⋯⋯⋯⋯⋯⋯⋯1

第一章电厂工程⋯⋯⋯⋯⋯⋯⋯⋯⋯⋯⋯8

第一节 5万千瓦及以下汽轮发电

机组⋯⋯⋯⋯⋯⋯⋯⋯⋯⋯⋯⋯10

一、淮南田家庵发电厂4台6000

千瓦机组．．．⋯⋯⋯⋯⋯⋯⋯⋯⋯⋯⋯10

二、望亭发电厂4台2．2万千瓦机组⋯⋯12

三，上海闵行发电厂第一期工程⋯⋯⋯⋯14

四，渡口发电厂3台1．2万千瓦机组⋯⋯15

五、上海南市发电厂5万千瓦机组⋯⋯⋯16

第二节 10～20万千瓦汽轮发电

机组⋯⋯⋯⋯⋯⋯⋯⋯⋯⋯⋯⋯25

一、上海吴泾热电厂1台10万千瓦

机组⋯⋯⋯⋯⋯⋯⋯⋯⋯⋯⋯⋯⋯⋯25

二、上海闵行发电厂6台12．5万千瓦

机组⋯⋯⋯⋯⋯⋯⋯⋯⋯⋯⋯⋯⋯⋯27

三、上海闸北发电厂2台12．5万千瓦

机组⋯⋯⋯⋯⋯⋯⋯⋯⋯⋯⋯⋯⋯⋯30

四、海口发电厂2台12．5万千瓦机组⋯31

第三节 30万千瓦及以上汽轮发电

机组⋯⋯⋯⋯⋯⋯⋯⋯⋯⋯⋯⋯35

一，望亭发电厂2台30万千瓦机组⋯⋯35

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自备电厂2台35

万千瓦机组⋯⋯⋯⋯“⋯⋯⋯⋯⋯⋯·36

三、上海石洞口发电厂4台30万千瓦

机组⋯⋯⋯⋯⋯⋯⋯⋯⋯⋯⋯⋯⋯⋯39

四、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2台60万

8

录

千瓦机组⋯⋯⋯⋯⋯⋯⋯⋯⋯⋯⋯⋯42

五、上海吴泾热电厂2台30万千瓦

机组⋯⋯⋯⋯⋯⋯⋯⋯⋯⋯⋯⋯⋯⋯43

第二章输变电工程⋯⋯⋯⋯⋯⋯⋯⋯⋯46

第一节 35～110千伏输变电工程⋯47

一、35千伏胶县～高密输电线⋯⋯⋯⋯⋯47

二、35千伏台门一虾峙输电线⋯⋯⋯⋯⋯48

三、110千伏马鞍山一铜官山输电线⋯⋯49

四、110千伏苦竹溪变电站⋯⋯⋯⋯⋯⋯50

第二节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53

一、220千伏新安江一杭州二回路输

电线⋯⋯⋯⋯⋯⋯⋯⋯⋯⋯⋯⋯⋯⋯53

二、220千伏宣威一昆明输电线⋯⋯⋯⋯S4

三、220千伏闵行一周家渡、闵行一金山

输电线⋯⋯⋯⋯⋯⋯⋯⋯⋯⋯⋯⋯⋯55

四、220千伏长龙山一芜湖一宁国输电
。

线⋯⋯⋯⋯⋯⋯⋯⋯⋯⋯⋯⋯⋯⋯⋯56

五、220千伏松江变电站⋯⋯⋯⋯⋯⋯⋯57

第三节 500千伏输电线⋯⋯⋯⋯⋯⋯59

第三章援外工程和部外系统工程⋯⋯62

第一节援越工程⋯⋯⋯⋯⋯⋯⋯⋯⋯62

一、越池发电厂⋯⋯⋯⋯⋯⋯⋯⋯⋯⋯⋯62

二、太原发电厂⋯⋯⋯⋯⋯⋯⋯⋯⋯⋯⋯63

三、北江氮肥厂自备热电厂⋯⋯⋯⋯⋯⋯63

四、太原一东英输电线⋯⋯⋯⋯⋯⋯⋯⋯63

第二节 部外系统工程⋯⋯⋯⋯⋯⋯⋯64

一、上海炼油厂热裂化车间扩建工程⋯⋯64

二、上海焦化厂15万米3煤气柜工程⋯⋯65

三、梅山炼铁厂鼓风站工程⋯⋯⋯⋯⋯⋯65

四、上海汽轮机厂高速动平衡工程⋯⋯⋯66

五、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油漆车间

工程⋯⋯⋯⋯⋯⋯⋯⋯⋯⋯⋯⋯⋯⋯66

六、上海造币厂镍包钢工程⋯⋯⋯⋯⋯⋯67

簧三苇 多穗经营⋯⋯⋯⋯⋯⋯⋯⋯⋯鹋

————1一



目 录

一、组织演变⋯⋯⋯⋯⋯⋯⋯⋯⋯⋯⋯⋯69

二、经营范围⋯⋯⋯⋯⋯⋯⋯⋯⋯⋯⋯⋯70

三、经济效益⋯⋯⋯⋯⋯⋯⋯⋯⋯⋯⋯⋯70

第四章工程调试⋯⋯⋯⋯⋯⋯⋯⋯⋯”72

第一节 组织管理⋯⋯⋯⋯⋯⋯⋯⋯⋯72

一、调试队伍⋯⋯⋯⋯⋯⋯⋯⋯⋯⋯⋯⋯72

二、管理方式⋯⋯⋯⋯⋯⋯⋯⋯⋯⋯⋯⋯72

第二节承担任务⋯⋯⋯⋯⋯⋯⋯⋯⋯73

一、承担调试项目⋯⋯⋯⋯⋯⋯⋯⋯⋯⋯73

二、调试技术成果⋯⋯⋯⋯⋯⋯⋯⋯⋯⋯75

第三节 典型调试工程⋯⋯⋯⋯⋯⋯⋯75

一、淮北发电厂2台20万千瓦机组调试

工程⋯⋯⋯⋯⋯⋯⋯⋯⋯⋯⋯⋯⋯⋯75

二、谏壁发电厂3台30万千瓦机组调试

工程⋯⋯⋯⋯⋯⋯⋯⋯⋯⋯⋯⋯⋯⋯76

三、上海石洞口发电厂4台30万千瓦

机组调试工程⋯⋯⋯⋯⋯⋯⋯⋯⋯⋯77

四、平圩发电厂1台60万千瓦机组调试

工程⋯⋯⋯⋯⋯⋯⋯⋯⋯⋯⋯⋯⋯⋯77

第一章装备配置⋯⋯⋯⋯⋯⋯⋯⋯⋯⋯80

第一节 施工机械装备⋯⋯⋯⋯⋯⋯⋯80

一、机械发展⋯⋯⋯⋯⋯⋯⋯⋯⋯⋯⋯⋯80

二、机械现状⋯⋯⋯⋯⋯⋯⋯⋯⋯⋯⋯⋯81

第二节 施工机械类型⋯⋯⋯⋯⋯⋯⋯82

一、建筑机械⋯⋯⋯⋯⋯⋯⋯⋯⋯⋯⋯⋯82

二、安装机械⋯⋯⋯⋯⋯⋯⋯⋯⋯⋯⋯⋯84

三、起重机械⋯⋯⋯⋯⋯⋯⋯⋯⋯⋯⋯”86

四、运输机械⋯⋯⋯⋯⋯⋯⋯⋯⋯⋯⋯⋯86

第三节 机械管理⋯⋯⋯⋯⋯⋯⋯⋯⋯88

一、管理形式⋯⋯⋯⋯⋯⋯⋯⋯⋯⋯⋯⋯88

二、专业管理⋯⋯⋯⋯⋯⋯⋯⋯⋯⋯⋯⋯89

第二章典型工程机械装备⋯⋯⋯⋯“91

第一节 宝钢自备电厂工程机械

装备⋯⋯⋯⋯⋯⋯⋯⋯⋯⋯⋯⋯91

一、机械化水平⋯⋯⋯⋯⋯⋯⋯⋯⋯⋯⋯91

二、主要机具配备⋯⋯⋯⋯⋯⋯⋯⋯⋯⋯92

第二节 上海石洞口发电厂工程机械

装备⋯⋯⋯⋯⋯⋯⋯⋯⋯⋯⋯⋯

一、机械化施工⋯⋯⋯⋯⋯⋯⋯⋯⋯⋯⋯

二、主要机具配备⋯⋯⋯⋯⋯⋯⋯⋯⋯⋯

第三节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机械

配备⋯⋯⋯⋯⋯⋯⋯⋯⋯⋯⋯⋯

一、500千伏输电线工程机械配备⋯⋯⋯

二、500千伏变电站工程机械配备⋯⋯⋯

93

93

94

95

95

96

第一章科学技术⋯⋯⋯⋯⋯⋯⋯⋯⋯⋯100

第一节技术进步⋯⋯⋯⋯⋯⋯⋯⋯⋯100

一、装备机械化⋯⋯⋯⋯⋯⋯⋯⋯⋯⋯100

二、新工艺⋯⋯⋯⋯⋯⋯⋯⋯⋯⋯⋯⋯101

三、新材料和新产品⋯⋯⋯⋯⋯⋯⋯⋯102

四、计算机应用⋯⋯⋯⋯⋯⋯⋯⋯⋯⋯103

第二节 科技成果⋯⋯⋯⋯⋯⋯⋯⋯⋯103

一、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

奖⋯⋯⋯⋯⋯⋯⋯⋯⋯⋯⋯⋯⋯⋯105

二、获部级科技进步奖⋯⋯⋯⋯⋯⋯⋯105

三、获市级科技成果奖⋯⋯⋯⋯⋯⋯⋯108

四、获局级科技成果奖⋯⋯⋯一⋯⋯⋯。109

第三节科技情报⋯⋯⋯⋯⋯⋯⋯⋯⋯109

一、情报机构⋯⋯⋯⋯⋯⋯⋯⋯⋯⋯⋯109

二、情报交流⋯⋯⋯⋯⋯⋯⋯⋯⋯⋯⋯110

三、情报刊物⋯⋯⋯⋯⋯⋯⋯⋯⋯⋯⋯110

第四节 科技管理⋯⋯⋯⋯⋯⋯⋯⋯⋯iii

一、科技机构⋯⋯⋯⋯⋯⋯⋯⋯⋯⋯⋯111

二、科技制度⋯⋯⋯⋯⋯⋯⋯⋯⋯⋯⋯111

第二章教育培训⋯⋯⋯⋯⋯⋯⋯⋯⋯⋯113

第一节教育管理⋯⋯⋯⋯⋯⋯⋯⋯⋯113

一、教育机构⋯⋯⋯⋯⋯⋯⋯⋯⋯⋯⋯113

二、管理制度⋯⋯⋯⋯⋯⋯⋯⋯⋯⋯⋯113

第二节 职前教育⋯⋯⋯⋯⋯⋯⋯⋯⋯113

一、技工学校⋯⋯⋯⋯⋯⋯⋯⋯⋯⋯⋯113

二、培训班⋯⋯⋯⋯⋯⋯⋯⋯⋯⋯⋯⋯114

三、职业班⋯⋯⋯⋯⋯⋯⋯⋯⋯⋯⋯⋯115

第三节在职培训⋯⋯⋯⋯⋯⋯⋯⋯⋯115

9

1



●



r’

目 录
======_l●E=目=；=●I_目E===；；={I '"l I__l_j|t

第四章安全管理⋯⋯⋯⋯⋯⋯⋯⋯⋯⋯165

第一节 安全教育⋯⋯⋯⋯⋯⋯⋯⋯⋯165

一、思想教育⋯⋯⋯⋯⋯⋯⋯⋯⋯⋯⋯165

二、培训教育⋯⋯⋯⋯⋯⋯⋯⋯⋯⋯⋯166

三、事故教育⋯⋯⋯⋯⋯⋯⋯⋯⋯⋯⋯166

第二节 安全措施⋯⋯⋯⋯⋯⋯⋯⋯⋯167

一、组织措施⋯⋯⋯⋯⋯⋯⋯⋯⋯⋯⋯167

二、安全规程⋯⋯⋯⋯⋯⋯⋯⋯⋯⋯⋯167

三、安全检查⋯⋯⋯⋯⋯⋯⋯⋯⋯⋯⋯168

四、安全竞赛⋯⋯⋯⋯⋯⋯⋯“⋯⋯⋯·169

第三节 现场治安⋯⋯⋯⋯⋯⋯⋯⋯⋯169

一、现场保卫⋯⋯⋯⋯⋯⋯⋯⋯⋯⋯⋯169

二，消防措施⋯⋯⋯⋯⋯⋯⋯⋯⋯⋯⋯170

第四节 安全记录⋯⋯⋯⋯⋯⋯⋯．．．⋯171

一，无事故记录⋯⋯⋯⋯⋯⋯⋯⋯⋯⋯171

二、事故统计⋯⋯⋯⋯⋯⋯⋯⋯⋯⋯⋯171

三、重大火灾事故⋯⋯⋯⋯⋯⋯⋯⋯⋯174

第一章计划管理⋯⋯⋯⋯⋯⋯⋯．．．⋯⋯178

第一节 计划编制和实施⋯⋯⋯⋯⋯178

一、施工计划⋯⋯⋯⋯⋯⋯⋯．．．⋯⋯⋯178

二、经营计划⋯⋯⋯⋯⋯⋯⋯⋯⋯⋯⋯179

三、更新改造计划和大修计划⋯⋯⋯⋯179

四、自身基建计划⋯⋯⋯⋯⋯⋯⋯⋯⋯180

第二节 合同与预算⋯⋯⋯⋯⋯．．．⋯⋯180

一、合同⋯⋯⋯⋯⋯⋯⋯⋯⋯⋯⋯⋯⋯180

二、预算⋯⋯⋯⋯⋯⋯⋯⋯⋯⋯⋯⋯⋯181

第二章财务管理⋯⋯⋯⋯⋯⋯⋯⋯⋯⋯183

第一节 成本⋯⋯⋯⋯⋯⋯⋯⋯⋯．．．⋯183

一、核算形式⋯⋯⋯⋯⋯⋯⋯⋯⋯⋯⋯183

二、预测与控制⋯⋯⋯⋯⋯⋯⋯⋯⋯⋯185

三、核算与分析．．．⋯⋯⋯⋯⋯⋯⋯⋯⋯186

四、节约措施⋯⋯⋯⋯⋯⋯⋯⋯⋯⋯⋯187

第二节 资金管理⋯⋯⋯⋯⋯⋯⋯⋯⋯187

一、流动资金⋯⋯⋯⋯⋯⋯⋯⋯⋯⋯⋯187

二、固定资金⋯⋯·⋯⋯⋯⋯⋯⋯⋯⋯”189

三、专项资金⋯⋯⋯⋯⋯⋯⋯⋯⋯⋯⋯191

．第三节 利润与税金⋯⋯．．．⋯⋯⋯⋯⋯193

第三章物资管理⋯⋯⋯⋯⋯⋯⋯⋯⋯⋯196

第一节 材料供应⋯⋯⋯．．．⋯⋯⋯⋯⋯196

一，物资计划⋯⋯．．．：⋯⋯⋯⋯⋯⋯⋯“196

二，采购供应⋯⋯⋯⋯⋯⋯m⋯．．．⋯⋯198

三、外协加工⋯⋯⋯．．．⋯⋯⋯．．．．．．⋯⋯198

第二节 代办成套设备⋯⋯⋯⋯⋯⋯199

一、国内成套设备⋯⋯⋯⋯⋯⋯⋯⋯⋯199

二、国外成套设备⋯⋯⋯⋯⋯⋯⋯⋯⋯200

第三节 物资运输⋯⋯⋯⋯⋯⋯⋯⋯⋯200

一、陆上运输⋯⋯⋯⋯⋯⋯⋯⋯⋯⋯．．．200

二，水上运输⋯⋯⋯⋯⋯⋯．．．⋯⋯⋯⋯201

第四节 仓储管理⋯⋯．．．⋯⋯⋯⋯．．．⋯201

一、中心仓库⋯⋯⋯．．．⋯⋯⋯⋯⋯⋯⋯201

二、现场仓库⋯⋯⋯⋯⋯⋯⋯⋯⋯⋯⋯201

三、仓库清查⋯⋯⋯⋯⋯⋯⋯⋯⋯⋯⋯202

第五节 管理方法⋯⋯⋯⋯⋯⋯．．．⋯⋯202

一，物资管理形式⋯⋯⋯⋯⋯⋯⋯⋯⋯202

二，物资管理制度⋯⋯⋯⋯⋯⋯⋯⋯⋯203

三，指标考核⋯⋯⋯⋯⋯⋯⋯⋯⋯⋯⋯203

四，库存物资管理⋯⋯⋯⋯⋯⋯⋯⋯⋯204

第四章劳动工资管理．．．⋯⋯⋯⋯⋯⋯⋯205

第一节 劳动组织⋯⋯⋯⋯⋯⋯⋯⋯⋯205

一、组织形式⋯⋯⋯⋯“⋯⋯⋯⋯⋯⋯·205

二、用工制度⋯⋯⋯⋯⋯⋯⋯⋯⋯．．．⋯205

第二节 工资管理．．．⋯⋯⋯⋯．．．⋯⋯⋯206

一、工资制度⋯⋯⋯．．．⋯⋯⋯⋯．．．⋯⋯206

二、工资水平⋯⋯⋯⋯⋯⋯⋯⋯⋯⋯⋯209

三，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厶．．．⋯211

第三节 奖金与津贴⋯⋯⋯．．．⋯．．．⋯⋯213

一、奖励制度·⋯⋯⋯⋯⋯⋯⋯⋯⋯⋯”213

二、津贴(补贴)制度⋯⋯．．．．．．⋯⋯⋯214

第四节 劳动保护⋯⋯．．．．．．⋯⋯⋯⋯．．．215

第五节 职工退休⋯⋯⋯⋯⋯⋯⋯⋯⋯215

第五章定额管理⋯⋯⋯⋯⋯⋯⋯⋯⋯⋯217

第一节 施工定额⋯⋯⋯⋯⋯⋯⋯．．．⋯217

一、专业施工定额⋯⋯⋯⋯⋯⋯⋯⋯⋯217

二、班组施工定额⋯⋯⋯⋯⋯⋯⋯．．．⋯217

三．企业定额⋯⋯⋯．．．⋯⋯⋯⋯⋯⋯⋯218

心



目 录

第二节 预算定额⋯⋯⋯⋯⋯⋯⋯⋯⋯218

第三节 定额实耗⋯⋯m⋯⋯⋯⋯⋯⋯219

一、劳动定额实耗⋯⋯⋯⋯⋯⋯⋯⋯⋯219

二、材料消耗定须”⋯⋯⋯⋯⋯⋯⋯⋯221

第六章整顿⋯⋯⋯．．．⋯．．．⋯⋯⋯⋯⋯⋯224

第一节·企业整顿⋯⋯⋯⋯⋯·?·O Oe O·Q·224

第二节企业升级⋯⋯⋯⋯⋯⋯⋯⋯⋯⋯225

第一章基地建设⋯⋯一‰⋯⋯⋯⋯⋯“230

第-节 局机关基地⋯：⋯⋯⋯⋯⋯⋯”230

第二节加工基地⋯⋯⋯⋯⋯⋯⋯⋯⋯231

一、机械加工基地⋯⋯⋯⋯⋯⋯⋯⋯⋯231

。二、修造加工基地⋯：j?⋯⋯⋯⋯⋯⋯⋯231

三j保温产品基地：：··：：；⋯⋯⋯⋯⋯⋯”231

第三节 综合基地⋯⋯⋯⋯⋯⋯⋯⋯⋯232

一、吴中路基地：⋯⋯⋯⋯⋯⋯⋯⋯⋯“232

二、隆昌路基地⋯⋯⋯⋯⋯⋯⋯⋯⋯⋯232

三、友谊西路基地；⋯·：⋯⋯⋯⋯⋯⋯⋯232

四：朱行基地⋯⋯⋯⋯⋯⋯⋯⋯⋯⋯⋯232

五、吴径基地⋯⋯⋯⋯⋯⋯⋯⋯⋯⋯⋯233

第二章生活福利⋯⋯⋯⋯⋯⋯⋯⋯⋯⋯235

第一节 生活管理⋯⋯⋯⋯⋯⋯⋯⋯⋯235

一、福利设施”一⋯“”m⋯⋯⋯⋯⋯⋯235

．二、职工住房·$O OOOO O⋯⋯⋯⋯⋯⋯⋯⋯236

．三、生活水平⋯⋯⋯⋯⋯⋯⋯⋯⋯⋯⋯239

第二节医疗卫生⋯．．．⋯⋯⋯⋯⋯⋯⋯239

一‘、医疗设施．⋯⋯⋯⋯⋯^⋯⋯⋯⋯⋯239

二‘疾病防治⋯⋯⋯⋯⋯：⋯⋯⋯⋯⋯··240

三、休养疗养⋯⋯⋯⋯⋯⋯一⋯⋯⋯⋯240

四。．计划生育⋯⋯⋯⋯⋯⋯⋯⋯⋯⋯⋯242

第一章．党组织⋯一⋯⋯⋯⋯⋯⋯⋯⋯”244

第一节·党的建设⋯．．．⋯⋯⋯m⋯⋯⋯244

：一、组织机构⋯⋯⋯⋯⋯．．⋯．．．⋯⋯⋯·244
，二i党员队伍⋯⋯⋯⋯⋯．．．⋯⋯⋯⋯⋯247

12

三．思想建设⋯．．．⋯⋯⋯⋯⋯⋯⋯⋯⋯249

．四、党风建设⋯⋯⋯⋯⋯⋯⋯⋯⋯⋯⋯251

第二节．干部管理⋯⋯⋯⋯⋯⋯⋯⋯⋯253

一。管理体制一⋯⋯⋯⋯⋯⋯⋯⋯⋯⋯253

二、干部队伍⋯⋯⋯⋯⋯⋯．．．⋯⋯⋯⋯254

三、。培养选拔⋯．．．⋯⋯⋯⋯⋯⋯⋯⋯⋯255

四、职称评定⋯⋯⋯⋯⋯⋯⋯⋯⋯⋯⋯256

五、落实政策⋯⋯?·?⋯⋯⋯⋯⋯⋯⋯⋯257

六、干部离休⋯⋯⋯⋯⋯⋯⋯⋯⋯⋯⋯258

第三节’思想政治教育⋯⋯⋯⋯⋯⋯259

·、形势任务教育⋯⋯⋯⋯⋯⋯⋯⋯⋯259

．二、麓工中思想教育⋯⋯⋯⋯⋯⋯⋯⋯261

，． 三、经常性思想教育．⋯⋯⋯⋯⋯⋯⋯⋯262

第二章群众组织．．．⋯⋯⋯⋯⋯⋯⋯⋯”265

第一节 工会⋯⋯⋯⋯⋯⋯⋯⋯⋯⋯⋯265

一，组织沿革⋯．．t⋯⋯⋯⋯⋯⋯⋯⋯⋯265

j二、．民主管理⋯⋯⋯⋯⋯⋯⋯⋯⋯⋯⋯266

三、劳动竞赛⋯⋯⋯⋯⋯⋯⋯⋯⋯⋯⋯266

四、文娱体育⋯⋯⋯⋯⋯⋯⋯⋯⋯⋯⋯270

第二节 共青团⋯⋯⋯⋯⋯⋯⋯⋯⋯⋯271

一、组织建设⋯⋯⋯⋯⋯⋯⋯⋯⋯⋯⋯271

二、思想教育⋯⋯⋯⋯⋯⋯⋯⋯⋯⋯⋯273

三、突击手活动⋯⋯⋯⋯⋯⋯⋯⋯⋯⋯275

第三节 学会与协会⋯⋯⋯⋯⋯⋯⋯⋯278

一、上海电力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会⋯⋯⋯⋯⋯⋯⋯⋯⋯⋯⋯⋯278

二、上海电力建设企业管理协会⋯⋯⋯279

三，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施工专业

委员会⋯⋯⋯⋯⋯⋯⋯⋯⋯⋯⋯⋯280

四、全国火电施工企业经理联谊会⋯⋯280

人物⋯⋯⋯⋯⋯⋯⋯⋯⋯⋯⋯⋯⋯⋯⋯⋯⋯282

一、已故局级党政领导干部传略⋯⋯⋯282

．二、局级党政领导干部简历⋯⋯⋯⋯⋯284

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简

介⋯⋯⋯⋯⋯⋯⋯⋯⋯⋯⋯⋯⋯⋯290

大事记(1952--一1990年)⋯⋯⋯292

附录．．．⋯⋯⋯⋯⋯⋯⋯⋯⋯⋯⋯⋯⋯306

一，华东电业管理局修建工程局成立

，大会记录⋯⋯⋯⋯⋯⋯⋯⋯⋯⋯⋯30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