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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胜利竣工之际，《广宗县电力志》在各级领导

的大力支持和编纂人员辛勤努力下即将付梓问世。这是广宗电业人的自豪和

骄傲，这是广宗县电力事业的一件大喜事。

电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又是一种洁净廉价的二次能源，自盘古开天，历朝

数代，亘古未有；它与工农业生产、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经济要振

兴，电力须先行。电力在县域综合经济实力的发展中，位置之重，作用之巨，应

用之广，实为难予言表。

追述历史，思绪万千，感慨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古县民众饥寒

交迫、苦不堪言o 1958年10月，广宗县棉花加工厂自置发电机1台，容量8

千瓦，首次发电。从此，揭开了广宗县用电史上光辉的一页，开创了电力发展

的新纪元。

1966年6月，由平乡县乞村南35千伏变电站出线架设第一条10千伏线

路(按35千伏线路标准架设)9．4公里，并架设由广宗通往威县10千伏线路，

县境内全长14．2公里，安装变压器18台，总容量390千伏安，用电村32个。

1967年初，广宗县第l座35千伏变电站建设破土动工，于当年5月建成并投

入运行。安装主变压器(简称主变)1台，容量1800千伏安。此后，广宗县大

规模办电热潮兴起并日益高涨，由县城到农村，由农灌到生活，由工业到农副

业先后铺开，迅速辐射、发展、延伸。到1987年，全县213个行政村全部通电，

消灭了无电村。因电网发展的需要，先后5次对件只、城关、孙庄35千伏变电

站进行增容改造，净增容量17700千伏安o 1998年10月，按照国务院统一部

署，组织开展“两改一同价”工作，先后实施了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一、二期工

程，完成总投资5249．76万元，完成了广宗110千伏变电站二期工程，新建葫

芦、常阜村2座35千伏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16300千伏安，新建35千伏线

路27公里，建设与改造10千伏线路558．963公里，更换高耗配变525台，并

对全县213个行政村进行了低压整改，同时完成了农村用电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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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2年底，全县拥有110千伏变电站1座，主变2台，容量63000千伏

安；35千伏变电站5座，主变9台，容量40750千伏安，35千伏输电线路5条，

总长65．5公里，配电线路27条，总长799公里，低压线路830公里，购电量

9830万千瓦小时，企业利税总额335．5万元。一个安全低耗、优质高效的新

型电网尽现于人们面前。

广宗县电力事业建设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在这30多个严寒酷暑里，有

喜有忧、有甘有苦、有成之经验、有失之教训，而英勇无畏的电力人，脚踏实地、

忘我工作，爱岗敬业，以苦为荣，铸就了一个又一个有目共睹的光辉业绩，书写

了一曲又一曲众口皆碑的胜利凯歌。

编史修志，势在必然。《广宗县电力志》在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基

础上，实事求是地将电力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秉笔直书，记载于志，必将发

挥“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对电力工业发展起到借鉴和启示的作用。

《广宗县电力志》全书共分13章，置5l节，近30万字，该志书资料翔实、

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既是广宗县电力建设事业的写照和缩影，又是

承前启后，进行传统教育的珍贵史料。深望这部电力志书在推动广宗县电力

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

《广宗县电力志》是在中共广宗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邢台市电业

局具体指导下，电力局组织力量编纂。编辑人员经过走访调查、翻阅档案、广

集素材，反复筛选考证，不畏艰辛，呕心沥血，屡易其稿方成志书，实属不易，这

部惠及当代，荫及后世的志书，是他们辛勤劳作、默默耕耘的结晶，为此，特向

对《广宗县电力志》编纂工作给予支持的各级领导、付出各种劳动的志士仁人

及所有编辑人员一并表示诚挚的谢忱和敬意，对志书付梓表示祝贺。

由于本志涉及面广，加上办电初期留存资料甚少，有些老领导及当事人业

已谢世，部分资料无从查考，实为一大缺憾。这次修志，时间紧，任务大，又急

于成书，虽编辑人员全心投入、倾注心血、精修其志，然水平有限，缺点和漏谬

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祝愿广宗县电力事业以更加辉煌的成就点缀美好明天。

二妻萎警鸶嚣囊义孑小辛厂宗县电力局局长—√＼u纱 l
。

l

2003年7月16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广宗县电力事业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在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基础上，力求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的统一，以发挥“资政、存史、教化”之功能。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概述略加

评点，其余均直陈其事，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照片、序、凡例排

列于书前不上目录，各种图表涉及章节的有关重要资料随文而附，以资佐

证。一律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运用规范化的简体字，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力求准确无误。

三、本志取章节题，横排纵记。全志共分十三章，前置概述、大事记，

后设附录、编后记。

四、本志上限起自1958年，下限一般断至2002年，个别事件为记述始

末，下限延至2003年。

五、本志数字使用方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f--]1986年12

月31日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国

务院1998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六、本志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简介仅记生人。均以本县籍

为主，兼收在本县电力局作出较大贡献或影响深远的客籍人士。

七、本志凡涉及到的机构名称均采用当时称谓，第一次出现贯以全称并

加注简称，其后皆用简称。地名均用现行标准地名，不用简称、俗称。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广宗县志》，《邢台电力工业志》，《邢台市志·电

力工业章》，广宗县档案局、统计局，广宗县电力局档案室和各科、股、室、

站、所、公司提供经核实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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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宗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处黑龙港流域古黄河复泛带上，连绵百里的

沙丘带纵贯全境南北，历代以“沙丘”著称。县政府驻地在省会石家庄东南

140公里、邢台市东60公里处。县境东邻威县，西接平乡县，西北与巨鹿

县交界，南、西南与邱县接壤，北靠南宫市。县域东西广17．3公里，南北

袤50．9公里，总面积503平方公里。

广宗县地质构造位置属华北平原沉降的东南部之冀南坳陷区内，由于历

史上的黄河、漳河、沼河多次泛滥改道，沉积物交错分布，形成了许多缓

岗沙丘和碟状洼地。地势基本平坦，微地貌差异较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

的倾斜坡状，坡降比为万分之一，海拔平均高度为31．9米。境内西有老漳

河、东有沙河两条河道，流向自南往北，作用以排涝为主。气候属暖温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少雨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

寒冷干燥，四季分明，寒暑悬殊。

广宗县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就成为京畿内地，商纣王在此扩建沙丘园

林，增筑沙丘平台，游乐嬉戏，最终成为商朝的亡国之君。春秋先属卫，后

属晋，战国属赵。胡服骑射、英名一世的赵武灵王在此修筑沙丘宫殿，休闲

享乐，“沙丘之乱”时被围困饿死在沙丘宫中。秦属巨鹿郡，秦始皇三十七

年(前210年)出巡，南下云梦，东去钱塘，北上琅琊，西回咸阳途中病死

在沙丘平台，史称“沙丘政变”。西汉为巨鹿郡堂阳县、经县及广宗国地，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封代孝王玄孙刘如意为广宗王，其薨，葬于今县城

东南之定陵。东汉为广宗国、广宗县、经县地，也是张角率领黄巾军起义的

根据地。隋为广宗、宗城、经城及府城县地，属清河郡。唐及五代为宗城、

广宗、经县地，先属宗州，后属贝卅l，八仙传说中的张果老的故里就在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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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宋为宗城县、经县地，属大名府，太师潘美曾在此屯兵扎寨抗击辽

兵。金为宗城县、沼水县地，属沼州。元宪宗五年(1255年)复置广宗

县，属顺德路，明为广宗县地，清因之。清朝末年，在这里曾暴发震惊中外

的景廷宾“扫清灭洋”农民大起义。民国先属冀南观察使，后属大名道，

1928年废道属河北省。抗日战争期间“西有太行，东有杜杨”，本县杜家

庄、北杨庄一带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后属邢台地区，1958年属邯郸地区，并入巨鹿县，1961年又归属邢台地区，

仍为广宗县，1992年地市合并后归属邢台市至今。

广宗县是传统的农业县，境内耕地面积3．4万公顷，园地面积0．33万

公顷。土壤主要以褐化潮土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等农作

物，自然植被在人类的垦殖下已不复存在，由农田、果树、人工造林所代

替。

广宗县交通十分便利，西距京广铁路、京深高速公路、107国道公路约

60公里，东距京九铁路、308国道公路50公里，106国道公路12公里。邢

(台)临(清)公路横穿县境南部，邢(台)清(河)公路穿越县境中间，

环城而过。大牙公路纵贯县境南北，北起邢(台)德(州)公路，南接邯

(郸)临(清)公路。巨广公路，由县城通往巨鹿，是通往省城石家庄的必

经之路。县城与周边各县均有公路相通，人流物流，过往车辆畅通无阻。

广宗县辖广宗镇及件只、大平台、北塘瞳、东召、葫芦、核桃园、冯家

寨7个乡，李怀、董里集、赵家寨、前旧店4个办事处，213个行政村。县

城设在广宗镇，现有人口27万人，除有回族百余人外均为汉族。

广宗县在历史上称为“地瘠民贫”之地。西部盐碱，不收五谷，东部沙

化，仅长树木，人民过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贫穷困苦仍笼罩着这片土地。1960年大饥荒年代，

有的地方人们流离失所，逃难他乡。一直到1967年网电进入县境之前，人

们还摆不脱推磨捣碓、拉犁拖耙原始的生产方式。

为彻底扭转和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1967年开始加强电力建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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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县域内浅层淡水蕴藏量丰富的地理优势，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推打大锅

锥井的热潮。县电力部门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哪里打井，电线就架设到哪

里，几年间大锅锥井在全县星罗棋布，配电线路纵横交错，形成网络。以电

为动力提水灌溉，使农作物获得了丰产，人们开始尝到了用电的甜头。“水

利是农业的命脉”，1972年沿漳河架设10千伏专线，专供沿漳河10座扬水

站提水浇地，增加灌溉330余公顷，大大提高了粮食收成。过去，人们靠手

摇辘轳提水浇地，人均一天不足一亩，自采用电动机驱动水泵扬水浇灌以

来，每人每天能够浇灌农田几十亩，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大大减轻了劳

动强度，最关键的是增加了农业产量，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到70年代末

老百姓不再上愁吃和穿。电力为人们驱散了黑暗，给人们引来了光明。

1967年开始网电供应后，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和生活照

明用电。人们对电的认识逐步提高，用电的积极性也日趋高涨。用电量逐年

增长，购电量从1967年的70万千瓦小时，增长到1972年的482万千瓦小

时，5年问增长近7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

土地联产经营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行各业

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用电量也急剧增加。1979年全县购电量达1136．5

万千瓦小时，售电量达907．1万千瓦小时，其中农灌用电量641．7万千瓦小

时，工副业用电155．6万千瓦小时，照明用电109．8万千瓦小时，农业用电

占70．7％，仍占很大比重。尽管电网迅猛发展，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和

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1980年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开放搞活政策

深入人心，各项建设事业蓄势待发，农业灌溉取水已向深层发展，农村铁管

深井日益增多，水浇地面积覆盖全县。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使农业机械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经商务工、个体联户工商业应运

而生。乡镇企业也得到迅猛发展。电力供应到1985年以后出现了供不应求

的局面，为此县成立“三电”办公室，把计划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提

上了议事日程。争取电力供应指标，加强电力调度，采取压负荷，拉闸限

电、分片供电、分行业供电、分时问供电，削峰填谷等项措施，合理分配负

荷，缓解了工农业生产、生活用电的矛盾，较好地保障了各项事业的用电需

求。

90年代末，随着孙庄、件只两座变电站的建成投运及城关等3座变电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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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相继增容，电网布局趋于完善，变电容量大幅度增加，供电网络进一步

健全，基本上满足了用电需求。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电力局

为地处偏僻的大力鞍座集团、路宝鞋业集团、通络药业公司架设了工业专

线，保证了生产用电。到2002年底，全县购电量9830万千瓦小时，国内生

产总值达到8．94亿元，比1997年增长77％，人均纯收入达到1960元。广

大农民温饱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正朝着小康社会逐步发展。事实证明，电

力与经济的增长息息相关，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

广宗县电网始建于1966年，当年6月从平乡县乞村35千伏变电站出线

至广宗县城35千伏线路9．4公里，再由广宗通往威县城的10千伏线路开始

动工，8月在县城西关村西10千伏线路上安装了第一台变压器，容量30千

伏安。到年底全县仅有10千伏线路34．7公里，配电变压器18台，总容量

390千伏安。

1967年5月，境内第一座变电站即原广宗35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安

装主变l台，容量1800千伏安。1974年5月，该站增2号主变1台，容量

1800千伏安。1982年10月再次增容，总容量达到5000千伏安。

1981年5月1日，件只35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安装主变1台，容量

1800千伏安。1985年5月，2号主变增容至3150千伏安。1984年5月13

日，由广宗电力局自行设计施工的孙庄35千伏变电站投运，安装主变1台，

容量1800千伏安。

1989年对原广宗35千伏变电站6条10千伏出线进行改造，全县10千

伏线路全部改为三线制供电，使县域电网布局日趋合理，供电可靠性逐步得

到了加强。

1987年8月，全县213个行政村全部通电。随着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用电量逐步增多，供需矛盾开始明显，为缓解供不应求的现象，当年底对县

域3座变电站进行增容，到1990年，全县主变增至6台，总容量18100千

伏安。

1993年1月9日，全县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设主变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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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20000千伏安，使县域电网规模进一步扩大，供电能力进一步增强。为

。满足用电负荷日益增长的需要，1995年4月对孙庄、件只两座变电站再次

增容，1997年对件只变电站进行达标改造，全县3座35千伏变电站主变总

容量达到27650千伏安o

1998年“两改一同价”工程在全国开始实施，这一举措为电力事业带

来了发展良机。1999年初。这场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在本县拉开

了帷幕。

“两改一同价”是一项立足发展，着眼未来的跨世纪工程，对改善农村

电网现状，规范农村用电秩序，加快农民脱贫步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

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为确保农网改造扎实推进，取得预期效果，县政府成

立了农网建设改造指挥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县电力局积极同县委、县政

府进行沟通。各乡镇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组织，相继召开了农网改造动员会。

电力局广大干部职工深入乡村，广泛宣传网改政策，在全县形成了人人知网

改，村村争网改的良好氛围。

为确保网改质量，电力局成立了农网改造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农网建设改造办公室及其他6个专业组织，建立了11项制度，对参加网改

的农电工进行强化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组成了15支施

工队。在施工过程中全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战严寒，斗酷暑，节假

不休，风餐露宿，夜以继日，经过近5年艰苦奋战，顺利地完成了农网改造

二期工程。完成总投资5249．76万元，新增110千伏主变1台，容量31500

千伏安，架设110千伏线路4．5公里。新建葫芦、常阜村两座35千伏变电

站，架设35千伏线路28．2公里，更换高耗配电变压器525台，总容量

24820千伏安。建设改造10千伏线路558．963公里o 10．千伏无功补偿9200

千乏，低压整改213个村，并实现了微机结算收费直接到户。

农网建设改造工程使本县电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科技含量和自动化水

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彻底解决了网改前电网中存在的损耗高、供电可靠率

低、供电质量差的问题，供电总容量由网改前的59150千伏安增至103750

千伏安，净增44600千伏安。全部综合线损率由9．5％降至7．5％，低压线

损率由20％以上降到12％以下，年节电量达630万千瓦小时。

大规模的农网改造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用电条件，提高了供电质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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