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冈县电力志编辑室



，厂

。‘＼

，

，

黄冈县电力

箩墨3。

士
·曲 编辑室

＼一



飞．
●

●

◆

‘r

t

≮√：’～、：。乙． ：j．‘

i ··
‘

，

～’ ⋯ ’1

‘d-

序

‘．。 ’，：：，i
{4’～·。． ，一 V- -’‘

．：一‘‘；，：c ．．j．¨ ，．

-_j-

口

．． 、．．． ．
，，-．

·‘～-‘·
。

，·，． ·
·r

：，届指可数，黄冈县电力事业仅有五十二年的历史，但它走过了兴

衰，新生、发展的艰难历程。恰逢盛世，檄令新修志乘，翔实记录本

业行进之里程。蒙社会各方人士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给予支持，征文考

献，经去岁寒暑之奋斗，今志书成册问世，此乃“述往事、思来者，，

之作也。

电力是一次能源之再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本业即起兴办，

受历史社会之图固，经济结构之阻碍，科学技术匮乏，只能敷于为数不

多的城镇照明，且视为稀奇。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县电力．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处于；}Ij】先地位，宅与各行各业紧密相关，与人民生活息息相连，为

发展本地的工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意书以确凿的事实，

向读者陈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

新中国建立以来，电力事业由一九四九年前的兴起、衰落到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后，持续高速度发展的全过程。它能向各级领导，尤其是从事

电业工作的人员，提供可靠的科学资料，可以从中得到“鉴览得以其

耍，发施得以其益"的作用。在嗣后的电力建设和管理工作中，能便

于掌握电力工业发展之规律，使其适应我县国民经济发展，从而，达

到扬长避短，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目的。

从明万历三十六年到清光绪八年，黄冈县纂修过七次县忘，但经

济门类单调，无有电力专恚。随着社会不断地变革，科学技术领域的



开拓和发展，我县经济门类也随之增多。今日首纂黄冈县电力志，时

乃突出时代的特征和地方特色，它不仅为本业的继往开来立下了碑迹，

也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黄冈县电力志》的编写，立足于广泛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故而，指导思想明确，内容翔实，大纲细目有机结合，图为并茂，经

纬适度，是一部资料性与科学性融合一体的地方文献。此书编辑出版，

还将为新修黄冈县县志提供可靠的资料来源。

张泽民

一九入三年三月



一，本志断限上起

其五十二年历史。

二、本着详今略古

(1949年)我县电力的

史实。 ’∥√

三、为达到醒目易阅，层攻分明，本志分为七篇，共三十二章八

十三节，以概述为本意之总纲，体现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连贯

全意。

四、根据电力工业“发、供、用”，同时完成之生产特点，结合

工作之．逻辑关系，电力建设、供电用电、电业管理三篇为忘书主体部

分，体现行业内部各个环节之关联性。

五、党、团．．工会、政治工作，为推动本业行进之精神动力，故

而，为志书不可缺少部分。

．六、杂记为妆集上列各篇所涉猎不到的内容．以予综述。

七、大事记，是记载本业电力基建、生产管理、机构变更、党群

工作中之主要事件。

八、图，表、照片的运用均起直观作用，随着各个章，节内容的

需要，分别穿插文中，以达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九、本志中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用“民国”，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立后用“公元"为纪年。

十’正文中的统计数字和各类表格中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
字母。

．

十一、本志中的地图均为示意图。

编 者

一九入三年三月



编纂领导小组暨修志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芦恕卿、张泽民，林春荣

看排左起：李德铸，童吉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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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网县位于湖北省东部

壤，西南滨临长江与鄂城县

大崎山同罗田、麻城两县交

跨东径114。47，至115。147，北纬30。247至30。337。

县内辖黄州、团风两镇和黄州、路口，堵城、迥龙山，范家岗，‘

上巴河、马曹庙、总路咀、溢流河，但店．．贾庙，傅河(河铺)，淋

山河．方高坪，团风等15个人民公社以及南湖、金罗港两个国营农

场，共58个管理区，398个生产大队，3207个生产队，3559个自然

村。湖北省公安厅所属的黄湖劳教农场在其境内。总面积1179．4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51．25万亩(~水田34．36万亩，旱地16．89万亩)，山地

面积38．74万亩；水产养殖面积4．39万亩。
”

县内地势北高南低。北部贾庙公社和但店、湓流河，总路咀，傅

河四个公社的部分地区为大别山的支脉，海拔250米以上，属丘陵地

形；大崎山主峰海拔1040．8米，是全县最高峰；自北向南，山势渐跌，

一般在海拔100上下，．属岗地地形，海拔50米以下的平原，集中分布

于沿江一带。臼潭湖海拔14．2米，是全县最低的地方。巴河，举水及

其支流的沿河地带亦有平原分布。堵城．．贵州．团风、路口公社，

黄湖、一南湖、。金罗港农场等沿江滨湖平原，面积为10．97万亩，是我

县棉麦集中产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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