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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县电力志>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现在出版了。在陆

川县历史上尚属首本，桂东南地区第一本。这是陆川电力系统干部职工，桂东

南地区全体人民的大喜事，是以慰前贤，以益后世，留给子孙后代的好礼物。

为此，我感慨万千，谨草数言，以表贺喜，并以为序。 。

●

<陆川县电力志>是一本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科学、真实地记述

陆川电力的史迹，同时全面、系统、准确、详尽地记载了陆川电力的真实史实。

是前人光辉业绩的见证，是后人创业的一面镜子。全书章节分明，结构严谨，

语言通俗，史实清楚。前有概述和大事记，后有附录，总字40万字。本志思想

性强、“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性大，实为一项“软件资产”。她是激励全县电

力工作者承前启后，团结拼搏，再铸辉煌的教科书和宝贵史料。

本志详细地记录了先行官们创业的艰辛，再现了他们丰硕成果，弘扬一种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她真实地记录了全县电力网架建设和管理的实

况，记述全县电力的生产、供应、安全网络、变电运行、用电管理、农村电网、企

业管理、营业和党群组织，全书分十一章四十二节，反映陆川人民艰苦创业、自

力更生大办小水电和大力发展电网的实迹，以及电力系统广大员工经过几十

年创业所取得光辉业绩的史实，同时启迪全体员工，激励他们为建设陆川电力

事业作贡献。

解放前，陆川加工业用电甚少，人民生活是以燃松明灯、煤油灯作伴。解

放后，1952年陆邑人盼电代劳发展经济心切，便建立了陆川县人民政府发电

厂，购置了一台144HP三鱼牌木炭机，一台德国西门子公司产的48千瓦60周

波发电机。除照明外，还用在打粉、打米、加工业上，然而还满足不了需要。电

是光明、电是希望o 1959年开始至六十年代，陆川大办小水电，数干人上阵，大

力劈山引水、拦河筑坝，用聪明智慧和无私的汗水，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建成

了东山、文龙、西山、滩面、良田、飞鹅岭等电站。从此之后“电明珠”进入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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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光明照亮了村村屯屯。七十年代初期，陆川更加掀起了全民办电的热

潮，建有各种大小电站共136座。此时全县拥有了10千伏线路114公里，小水

电建设成果被送到北京、广州展览，同时送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展出。陆川

小水电建设饮誉海内外，引来了许多国内外人士参观学习。

志书记述水力资源经过开发和利用，产生珍贵的价值，但是水力资源毕竟

有限，水力发电满足不了需要。陆川的电力，路在何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县委、政府提出要加强电力工作。1979年建成玉林至陆川35千伏线

路和陆川35千伏变电站，首次用上区电网电力资源。当时对一些工厂用电倾

斜一点，如县化肥厂、县农机修造厂，年产值比1977年增44．30％、79．9％o

1988年，县政府指派电力科技人员调查研究制订电力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案，

同时召开陆川电力论证会，论证了陆川利用水资源发电入网，急步发展大电

网，努力引进大电网电力资源的方案。同年，全县集资办电，在原来35千伏电

压等级的基础上升压，建成陆川110千伏变电站，使其成为陆川县电网的枢纽

中心，从而陆川电网的电压等级已经达到了11万伏等级，进一步提高了供电

质量和安全供电可靠性o ．

九十年代，随着陆川县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电力工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

的要求。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县电力系统全体干部职工抓住机遇，团结

拼搏，务实创新，开拓前进，使县内电力走上高速度、高效益的路子o 1992年开

始兴建陆川至良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了良田110干伏变电站和输电线

路。1993年起，进行多方面筹资4000多万元，先后兴建了马坡至珊罗35千伏

线路、珊罗110千伏变电站、米场35千伏变电站、城南11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

线路、良平110千伏线路、良潭线路等。全面更新改造和完善县城街灯工程，

不用政府拿一分钱，建成了全县城街头巷尾和条条街道的明亮街灯、路灯、高

杆灯、装饰灯。同时为县城建设投入1080万元，兴建了2l层电力大厦。．为满

足县城用电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陆川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发展。

公司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想方设法，对陆川110千伏变电站

增容20000千伏安，安装一台主变和新建城南变线路。在县委、政府的关心支

持和正确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陆川已建成了初具规模、布局科学、完善的

县级电网。拥有3座110千伏变电站，设计总容量14．3万千伏安，已投运10．3

万千伏安；拥有35千伏变电站5座，总容量1．855万千伏安。全县110千伏线

路91．7多千米，35千伏线路104多千米，10干伏配电线路1025千米，配电变

压器总容量达到7万千伏安。到2015年陆川将拥有2座220千伏变电站，将

形成双电源、双回路的送电格局，源源不断地注入经济建设大动脉所需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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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本书记述县内电网以布局科学化、电力管理现代化为奋斗目标，根据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战略目标，抓好企业管理、电

网管理、挖掘潜力、降损节能、增加供电、提高效益。八十年代以来，公司就积

极探索，认真总结，推广经验，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管理和经济承包责任管理，施行“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实施

科学的管理手段，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从1985

年到1996年11年间，陆川电网供电量连年递增，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大o

1994年供电量1．27亿千瓦时，上交国家利税229万元；1995年供电量1．47亿

千瓦时，上交国家利税748万元；1996年供电量1．52亿千瓦时，上交国家利税

597万元o 3年累计上交财政1600多万元。近10年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资超过

400多万元。电业公司荣获了各种荣誉称号70多项(次)，这是对过去事业的

奖励和肯定。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自治区优秀电网”、“地区优秀电网”和“县

先进企业”、“先进单位”；档案管理获“国家二级企业档案管理合格证”。被自治

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自治区文明单位”、被国家电力工业部评为“全

国电力‘三为’服务达标单位”．同时还被评为“自治区模范职工之家”、“自治区

双拥、先进单位”、“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等。

志书的墨铺出一条路，在开拓者的脚下延伸；辉煌，在创业者的手中铸就。

成就只能说明过去，化作史实。展望未来，我们电业职工信心充足，在深化改

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团结拼搏，开拓前进，再展宏图，再铸辉煌。

<陆川县电力志>的出版，高度汇集了广大电业管理人员的智慧，凝聚了有

关领导、专家、征集志书资料人员和编辑人员的心血，在此，谨向他们和关心本

志书的所有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月一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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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陆川县电力历

史和现状，要求做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统一。

二、记述坚持详今略古原则，上限溯源事物发端，下限写至1996年，重要

内容适当下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按章、节、目排列，前设图片、概述、大事记，中设14章，后置附录。

四、本志运尉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叙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

称o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

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

七、入志资料，用统计局、电业公司、档案局、图书馆及调查核实的资料。

八、书写格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

文规定>和<地方志条例>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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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陆川商人应用直流电用手电筒照明。

4邑县用交流电始于民国35年(1946年)，当年在乌石泰成酱园旁开办“火

碾”。37年(1948年)陆城牛圩坡使用电灯o
：

、·，

’

1952年县内建成48千瓦火力发电厂，并在县城和陆川中学各设变压器1

台，除使用照明外，还兼带动大米加工机1台，代粮食公司加工大米o 1955年

县火力发电厂改名为陆川电厂o 1958年安装了2台共78千瓦的内燃机发电，

年发电量11万千瓦时，供县城照明及打米与加工滑石粉用电。同年决定兴建

东山水电站，以解决电力问题。1959年10月1日东山一级电站建成发电，装

机容量48千瓦o 1960年兴建东山二级电站，装机1台472千瓦。同年县内水

电蓬勃发展，陆川电厂停止运行。1966年在东山电站二级站第二台472千瓦

机组安装竣工，以东山电站为主的10千伏供电网，在九洲江沿河两岸向南伸

展至乌石吹塘，向北延伸至米场新民。架设10千伏线路47公里，主供25座电

灌站。至1969年全县已建成32个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2210千瓦，年发电量

333万千瓦时，10千伏高压线路114公里，变压器78台共5655千伏安。

1972年9月，成立陆川县电业管理所．其时年水力发电526万千瓦时。

1974年，文龙径第3台800千瓦水轮机发电并网运行。1977年西山电站安装

500千瓦水轮机完工，正式并网发电，年发电100万千瓦时。至1978年，县内

共建成小水电站136座，装机总容量10269千瓦，年发电量1269万千瓦时o

1974年后，为扩大供电范围，陆川水电站和县电业管理所分家，经济单独核算，

水电站只负责发电卖给电业管理所，电业管理所负责供电、管电。小水电不拥

有独立的供电区和直供户，与电业管理所(电业公司)的关系为商品关系，和

“三电”办公室是隶属关系。

1979年，县内用上区网电力。同年在长岗岭建成第一座35千伏变电站，

县内小水电并入玉林网区。

1980年，陆川县人民政府成立“三电”办公室，办公室的职能，对内是电力

部门用电管理职能机构，对外作为当地政府管理电业部门的行政机构。

1980年2月，建成马坡变电站，同年架设陆川至良田35千伏线路32．4公

里。相继乌石、良田、清湖变电站建成o 1988年10月，长岗岭35千伏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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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为110千伏变电站，主变压器为20000干伏安。1988年4月陆川电业管

理所更名为陆川县电业公司。当年出售电4697．12万千瓦时。

1993年为了进一步促进县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集资1300多万元建成

陆川至良田110干伏送变电工程，变电站安装变压器容量3．15万千伏安，输电

线路34．5公里o 1993年架通马坡至珊罗35干伏线路12．6公里。1994年电

业公司领导综合研究了陆川电网布局，以珊罗、平乐、马坡3个乡镇为全县重

要工业区，针对用电负荷增长快，线路严重超载迂回运行的实际情况，1995年

6月14日和9月6。日分别建成米场35干伏变电站和珊罗110千伏变电站，安

装变压器容量分别为3150千伏安、3．15万千伏安，从而缓解了两地供电不科

学、不合理、不经济、不可靠、电压低、耗损高的问题，使陆川电网进一步趋向合

理和完善。同时在米场建成陆川钢铁厂、陆川机电制造总厂2座35千伏降压

站。此外电业公司筹集资金在东山110千伏变电站和珊罗110千伏变电站开

发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采取遥信、遥测科学技术进行电力调度。

陆川电业公司大力推广与应用新技术，推进技术革新，加强电网降损节

能，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使电网线损率由原来的18．7％降至1995年的

8．9％，使公司获得可观的降损效益。针对农村线路长、线径小和损耗大等情

况，1995年投入200多万元，用以电网更新改造，改造了部分不合格线路。更

新改造了35千伏线路2千米，10干伏线路2千米，更新改造农村和圩镇不合

格线路88千米。改造高耗损变压器30台，容量930千伏安。改造JQ系列电

机100台，容量850千瓦。推广使用节能灯具600套，容量60千瓦。公司领导

还组织对全县农村用电实行标准化管理，以全面加强农村电网的更新改造工

作。至1995年电业公司已完成11个标准化用电试点村线路的整改工作，并以

点带面，逐步开展用电标准化管理工作，促进了农村电网更新改造，实行农电

标准化管理。

1995年电业公司兴建21层电力大厦，总投资1080多万元，总建筑面积

9700平方米。同年冬，县电网有110千伏线路91．7千米，110千伏变电站设计

总容量14．3万千伏安，现投运10．3万千伏安；35千伏线路104千米；35千伏

变电站5座，总容量1．855万千伏安；10千伏线路1025千米。城乡供电覆盖

率99％以上，全县16个乡镇，156个自然村全部用上电。1996年陆川网区最

高负荷为40000千瓦，全网供电量15162．84万千瓦时，此1995年增480．8万

千瓦时，增长3．2％(其中水力发电2000多万千瓦时)；售电量13810万千瓦

时，比1995年增加444．8万千瓦时，增长3．3％；比1990年增长128％o 1996

年公司售电总收入4246万元，比1995年增加763万元，增长21．8％，比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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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356％，公司上交国家税利597万元，比1990年增长12倍o

1996年5月电业公司成立用电普查小组，普查用电户180户，补收电费50

多万元。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努力抓好“三电”工作，积极开展电力“三

为”服务，同时发掘劳力资源，加强发展第三产业，年产值244．38万元。同年

公司投资85万多元，改造县内高低压线路40公里，高耗变压器90多台，为了

支援农业，公司在一年里贴本支农电费达50万元o 1996年公司投资建设东山

变二期工程，投入路灯建设345万元，支持县内的事业发展o

1996年线损率8．92％，比1995年降低O．05个百分点；售电收入比1995

年增加763．15万元，增长21．8％；年利润88万元；上交税收597万元，比1995

年增长15．21％；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为7122．20元，比国家标准每人超

2122．20元。

1996年陆川电网形成了县北以珊罗110千伏变电站为中心，县中以东山

110千伏变电站为中心，县南以良田110千伏变电站为中心的“三足鼎立”向全

县辐射供电的电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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