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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电业志》在湖北省电力工业局和黄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与

关怀下，在曾为黄石电业辛勤劳动的人们帮助下，经两年多的努力，终

于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的o ? t

、 编纂行业志，是一件崭新而又艰巨的工作。但是，为了记述黄石电

业创建的艰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乡土教材，全体编纂人员克服了种

种困难，广泛搜集资料，反复调查考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完成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黄石电

业志》，比较全面、系统和客观地记述了黄石电力工业七十多年的兴衰

成败与经验教训，是黄石电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就。

黄石电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和其它行业一样，也经历了漫长

的曲折道路。它伴随着黄石近代工业的兴起而诞生，随着工业的兴衰而

起伏。黄石自1909年有电之日起，到1949年黄石解放时止，近半个世纪

的时间，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的限制，建国前发电装机容量不过数千千瓦，

年售电量仅千余万度，电力建设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建国以后，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电业职工的努力下，从1 949年到

1985年短短的三十六年中，尽管我们党由于经验不足，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发展的速度，我

1

l



们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黄石发电装机容量较建国前增长了四十

多倍，年售电量增长近二百倍，突破二十亿度大关。事实雄辩地证明，

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蓬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定协调

发展。特别是随着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更加

繁荣昌盛。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也是社会公益性的行业，-

是两个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电力应用水平，是国家现代化水

平的重要标志。鉴古知今，《黄石电业志》的出版，为正确的总结分析

历史经验教训，．促进黄石电业的发展，力争电力先行，，将作出积极的贡

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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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记述黄石地区电力工业

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起于1909年，下限至1985年o
’’ 三，本志按行业性质分篇立目，分发电、‘供电、用电，电

力调度、电网管理机构与职工、经营管理共六篇。农业用电

和农电修造按行业性质纳入用电篇。发电篇中的黄石火力发电

厂，本志以宏观叙述，详记可见《黄石火力发电厂厂志》o

四、概述和大事记不设篇，分自然段记述不同内容。

五、本志采用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体例，。力求呈现内容

的全面性和系统性o’ ．

六、本志系电业专志，主记电力行业本身事物，各行各业

共性之事如政治，‘工运等由各有关专志记述o

七、本志以地方电网管辖所到之处为界。

八，纪年、记数、计量等按1984年2月国务院颁发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统一书写o ，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录于档案材料及各部门提供的材料，

部分来自采访记录，一般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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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石地区主力电厂

一一黄石火力发电厂远眺：

2．黄石地区电力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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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黄石市地处矿区，所以办电最早的是工矿企业。清宣统元年(公元

1909年)湖北水泥厂就设有电气部。后陆续兴建的大冶铁矿、大冶铁

厂，富源煤矿等厂矿，都有自备的发供电设施，自发自用。随着工矿企

业的发展，入口的增加，带来了商业的兴旺，城市逐渐形成。为适应社

会用电的需要，民国15年(1926年)吴松涛等在黄石港创办民营电灯公

司，供黄石港镇照明，开创了黄石商业性供电的历史。当时办电，只是

各自管理，各供一方，互不联系，电业尚未形成专业。到民国27年

(1938年)，黄石已拥有容量为8867千瓦的发电设备。由于日军入侵，

部分毁于战火，部分被迫拆迁，经二十多年渐次兴建起来的发供电设

施，被损毁得荡然无存。

沦陷时期，日占领军先修复了铁山得道湾发电所，后又新建了日铁

发电所，用以掠夺黄石地区的矿藏资源，其装机总容量，已接近战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铁发电所，成立大冶电厂，开

始面向社会供电，全部供用电业务，均由大冶电厂统一管理，‘从此。，。黄

石电力工业体系初步形成，结束了分散管理的状态。时处光复初期，经

过长时期战火摧残后，百废待兴，市井萧条，大冶电厂两台3000千瓦发

电机组，完全可以满足地区用电需要o ．

民国35年(1 946年)，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华新水泥厂用电量日渐增

多，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湖北省政府协议，组建

鄂南电力有限公司，合资营建两台5000千瓦的发电厂一座和一条直达

武汉市的高压输电线路。当时，黄石电业职工为此竭近两年的努力，’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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