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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浚县电业志》付梓印刷。是浚县电业系统企业文化建设一件大事，也是浚

电员工精神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书写历史是后人之责，也是纪念前人、学习前人的最好方式。自古盛世修

志，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靠志书记载下来的。各类志书在经世致用中显示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浚县电

业志》必将为浚县电力事业继往开来、蓬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浚县电力工业始于1958年浚县电厂的建成。随着电业发展，自1964年浚

县引进周边县电网电源到实现社社通电，逐步形成全县供电网络，达到全县村村

通电，实现一乡一站的供电规划，浚县电网更加完善和坚强。年供电能力10亿

千瓦时，拥有110千伏变电站4座，35千伏变电站6座。如此辉煌的成就，是浚

县广大电力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艰苦奋

斗，不驰空想，不务虚名，以顽强的斗志，坚拔的韧性，务实的态度，辛勤劳动创造

的业绩。为展示浚县电业历史与现状的全貌、再现浚县电业发展轨迹，为后来者

留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浚县电业局特组织编纂《浚县电业志》o

编纂《浚县电业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编纂人员不辞劳苦，广集素材，

翻阅档案，调查走访，并对资料反复考证筛选，几易其稿，笔耕不辍，经过编纂人

员的辛勤努力，终于付梓印书o

《浚县电业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系统地、翔实地记述了浚县电

业几代人奋斗的历史，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传世之作，是一部聚历史性、

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电业志书。电业职工可以此为镜知沿革、明兴衰，把握

电业发展脉络，科学地决策当今与未来。

在40多年的历程中，广大干部职工齐心协力、自力更生、克己奉公，艰苦创

业，克服重重困难，攻克许多技术难关，为发展浚县电业、振兴浚县经济做出重大

贡献。我们衷心希望全体员工认真阅读，以几代电业人的敬业精神为动力，不断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用百倍的信心、昂扬的斗志，开创美好未来，谱写浚县电力

事业更加壮丽的篇章!

李廷峰付国强

二oo五年十二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

实事求是地反映浚县电业发展历史。

二、断限。本志书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上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1年，下限至2004年末，特殊问题记述到2005年。

三、结构。采用章、节、目形式，横排竖写，横为并列关系，纵为从

属关系。以事命题，力求简明扼要。分类归章，章下设节，章、节、目

居中。目及目下层次依次以一、(一)、1“、(1)为序。

四、体裁。采用记、志、传、述、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重在记

述。不评论、不褒贬、不虚构、不夸张。图表随文，浑然一体。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辞严谨、准确、精练，语言

朴实、流畅。一般不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法，戒用方言土语。

六、行文。统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县"、“我局"、“本人"等称

谓。各种文件、会议、组织机构名称一律使用全称，如全称过长，第一

次书写使用全称，以后可用简称。

七、数字。除汉语词素构成的定性词、词组、缩略语以及政治术

语、技术专用语的数字用汉语数字外，年月和非绝对数一律使用阿拉

伯数字，年份不得简写。

八、计量单位。统一使用国际公制单位，如“公顷"、“平方米"、

“公里"等。行文中的计量单位用汉字，表格中可用字母表示。

九、全书记述均采取由远及近的顺序，人物、简介以任职先后为

序。

十、本志书资料数据以档案为依据，没有档案资料的由各部室提

供，并调查、征集相关知情人员的意见后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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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浚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地处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东邻内黄、滑

县，南接延津、卫辉市，西与淇县、鹤壁市搭界，北与汤阴县毗连。处在安阳、濮

阳、新乡、鹤壁四市的中心位置。京珠高速、濮鹤高速纵横穿境而过，过境公路均

为一级，以县城为中心，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浚县归鹤壁市行政管辖，行政区划设8镇2乡，490个行政村，总人口66．5

万人，县域面积103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万公顷。

浚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平缓倾斜，平均海拔70米，地貌以平原为主，岗地和

小山错落其间。卫河、淇河、共产主义渠流经境域，成为主要地表水资源。浚县

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3．7℃，降水量647．8毫米，日照时数2311．8小时，无霜期221天o
’

浚县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大侄山风景区为国家级4A景区，河南省十佳

名胜景区。境内有名胜古迹280余处，其中国家级保护单位1处10项，省级保

护单位12处。大侄山平地突起，古柏夹道，景色宜人，自古为一大胜景，是我国

文字记载最早的名山之一，故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登山揽胜者不乏其人。山

上文物古迹荟萃，亭台洞阁众多，楼宫殿宇棋布，碑碣林立，摩崖题记琳琅满目。

后赵时依崖凿就的弥勒佛像，高22．7米，属全国最早，北方最大，“八丈佛爷七丈

楼”传为奇谈。浮丘山东峙大侄，北枕古城，形势壮观，气象峥嵘。山上的千佛

寺石窟凿于唐代，石壁上浮雕造像近千尊。碧霞宫是明代的杰作，占地万余平方

米，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县城两山紧依相连，“十里城池

半入山”，具有城市山林的特色。

浚县地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历史悠久。远在6000多年前，先民已在浚县

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西汉初年置黎阳县，明初称浚县。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浚地名流辈出，春秋时的端木子贡是孔子七十二贤之佼佼者，西汉时的贾

护是《左氏春秋》的重要传人，唐初的王梵志开创了我国通俗诗派的先河。

f留



2 浚县电业志

浚县用电始于1951年，当年6月县政府购置1台小型交流发电机，用于扩

音宣传，并在县政府院内试验带灯泡照明o

1958年4月，浚县在县城东大街路北兴建火电厂，用90马力煤气锅驼机带

20千瓦发电机发电o 6月4日正式发电，年发电量4．32万千瓦时o

1962年，电厂扩建，搬迁到县城东山脚下，改为蒸气发电，用100马力汽轮

机带2台48千瓦发电机发电，供县直机关照明和部分工业用电。

1964年1月，滑县电厂至浚县县城的1条6千伏线路建成投运，县城由原

来的小电厂发电改为滑县电厂供电，小电厂停运，浚县第一次引进外部电源。为

搞好用电管理，8月5日，成立地方国营浚县电业管理所。

1965年2月，浚县成立“办电指挥部”号召全民办电，在全县兴起办电热，掀

起从周边县引人电源建设工程的高潮。6月，浚县建设第一条10千伏线路，即

淇县西岗变电站至卫贤线路。该线路由西岗站出线，于卫贤公社后草店村北跨

越淇河，一条分支至卫贤含珠，一条分支至新镇南堤上，分别称二I匕、南干线。线路

全长43．09公里，国家投资43万元，线路为卫贤、新镇、小河公社88个大队供

电，随后在3个公社分别建立办电服务点o

1966～1968年，浚县从周边的淇县庙口变电站、汤阴郑家屯变电站引进电

源，架设线路沿伸到县域西部、北部各公社o 1967年末，全县11个公社实现社

社通电，并在各公社建立办电服务点o

1969年8月，浚县建设第一条35千伏线路(滑县留固110千伏变电站至浚

县城关，简称留浚线)。建成投运第一座35千伏变电站即城关站。随后以此站．

为中心，分别为城关镇、城关、小河、白寺、王庄、善堂公社供电o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转移。

浚县各行各业发展速度加快，用电需求量加大，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浚县

革命委员会和电业局积极筹措资金，争取项目，于1979年把钜桥35千伏变电站

改造升压为浚县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安装1．5万千伏安主变1台，由淇县

高村桥110千伏开关站提供电源，从此浚县电网正式接入系统电网运行。1980

～1986年，从钜桥110千伏变电站出线，先后建成屯子、善堂、小河、卫贤4座35

千伏变电站。

1984年以后，全县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供电量急剧上升，供需矛盾日渐突

出。浚县县委、县政府和电业局共同努力，争取拨改贷资金，建成第二座110千

伏变电站——城北站。此站于1986年8月破土动工，1988年2月建成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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