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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阜阳电力工业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延续至30年代，其间仅有的几家

小电厂因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市场萧条，如夜空流星瞬间即逝。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阜阳陆续兴办小型柴油发电

厂。1957年1月阜阳专区电厂75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发电后，带动各县小火

电的兴起。阜阳小电厂虽然遍及各县，但单机容量小，供电区域小，电力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

1967年10月1日，110千伏田家庵一阜阳输变电工程投运；1970年，

110千伏濉溪一涡阳～毫县输变电工程投运。群众办电风起云涌，电力建设Et

新月异，阜阳地区各县相继联入淮南电网和淮北电网。1978～1981年间，220

千伏淮北一涡阳一阜阳输变电工程投运，陆续兴建配套工程。至1989年，阜

阳地区各县(市)境内建有1座110千伏变电所，形成阜阳110千伏电网。20

世纪末，阜阳加快电网建设，尤其是“两网”(农网、城网)改造后，阜阳电

网不断加强，至2000年阜阳市各县(市)境内建有2座110千伏变电所。

2002年6月，500千伏洛河一阜阳输变电工程投运，使阜阳电网的受电能力和

安全经济运行水平有了标志性的提升。是年，阜阳电网年供电量29．6亿千瓦·

时，是1966年阜阳地区小电厂总发电量2113万千瓦·时的140倍。阜阳电力

工业为阜阳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

献。2003年伊始，阜阳电网一分为二，安徽省电力公司将毫州市行政区划内

的输变电设备划交毫州供电公司。是年，阜阳电网供电量21．8亿千瓦·时，

年增长率(同LK)创1996年后的新高。

阜阳电业局顺应社会变革的潮流，完成了由生产型企业向生产经营型企

业，继而向市场营销型企业的转变及同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实现了

向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安徽省先进企业、安全文明生产达标企业、国家电网

一流供电企业迈进。《阜阳电力工业志》记载了阜阳电力早期的史实；详细记

载了阜阳电业局(-0阳供电公司前身)1974年接管阜阳供用电业务后至2003

年期间的成长及阜阳电力工业的发展历程；记载了阜阳供电系统广大职工艰

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凝聚才智、倾注心血创造的



昭昭业绩。同时，此志也反映了阜阳电力事业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存在的主

要问题。总的来说，《阜阳电力工业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篇目合理、内

容翔实、语言朴实，是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史料性著述，对

发展电力必将起到稽前鉴后的作用。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奇葩。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发扬“盛

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组织编纂地方志，倡导编修行业志。《阜阳电力工业

志》编纂成书是阜阳供电职工创建企业文化的丰硕成果。温故知新，继往开

来，阜阳广大供电职工必将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续写阜阳电力美好的明天。

阜阳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纵 。

阜阳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吲媳 口t奄
2010年10月



凡 例

一、《阜阳电力工业志》是安徽省电力工业志丛书之一，是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编写的专业志。全志以生产为主线，实事求

是地展示阜阳电力事业的兴衰变化、历史和现状，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

作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书取事+：起自阜阳电力各项事物的发端，下限至2003年。图片

及附录的一部分内容延至定稿前。

三、本志书记述的范围：1973年以前，以阜阳地区行政区划为界；1973

年后，随电力主管业务辖区的演变而增减。

四、阜阳辖区各县(市)电力志或在编修，或已成书，本书除“发电”、

“用电”、“农电”对各县记述稍详外，其余则略记或不记。

五、本志书采用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述始末，钩玄提要，不枝不蔓。

六、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不空发议论，力求文字简洁、．朴实、

流畅。

七、本志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图片、序言、凡例、概

述；第二部分为专述，分章、节、目3个层次叙述，图表视记述需要附于文

中；第三部分为大事记；第四部分为附录，包括主要文件辑存、人物、光荣

榜、编修始末等。

八、大事记中工程建设采用记事本末体，其余均用编年体，以时系事。

记事时间按年、月、日的顺序逐条记载，月无考者以“是年”’记之。

九、本志书以事系人，涉及的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辑录获华东网局、省(部)级及以上荣誉；安徽省电力工业局、阜阳市颁发

的荣誉仅辑录劳动模范。

十、本志书采用第三人称，所记主体按当时的称谓。

十一、志书中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党专指中国共产党。



十二、本志书中年、月、日均以公历计算；地名以《阜阳地区地名录》

为准；计量单位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人民币采用1955年2月

发行的币值。

。十三、本志书资料主要取自档案资料和各分管单位提供的材料，部分来

自采访记录和回忆录，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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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阜阳地区。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东邻淮北、蚌埠、淮南3市，西

部。北部同河南省接壤；_。南部与六安地区隔淮河相望丁一全地区辖一n，个县，．1977一年3月凤

台县划归淮南市后，尚有总面积18169千米2总人口951．2万人。阜阳气候温和、雨量

适中、土地平舒、田畴沃衍，拥有全省28％的可耕地，是以旱粮为主的农业地区。境内

淮河及其支流颍河、涡河、泉河、茨河等自西北缓缓流向东南，适宜农田排灌，可供开发

利用的水力资源甚微。地区东部，煤炭储量丰富，煤层与淮南、淮北煤田连为一体，是两

淮火力发电的燃料后备基地。1996年1月，阜阳撤地建市。1999年，亳州、涡阳、蒙城、

利辛4县(市)划归毫州市。2003年，阜阳市辖界首市，颍州区、颍泉区、颍东区，太

和县、临泉县、颍上县、阜南县等一市三区四县，总面积9979千米2，总人口901．8

万人。 一

80多年里，阜阳地区电力事业从无到有，经历了艰苦创业和蓬勃发展的历程。

阜阳地区电力事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地处颍河、泉河汇流处的阜阳，凭借航

运之便，曾有短暂的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城内，资金在万两至百万两白银的钱庄、典

铺、商业、手工业有六七十家。民国lo年(1921年)，蒯同德绸布店为招徕顾客，从上

海高价购买发电机1台，供10余只灯头作商店照明。从此，电灯史无前例地在“民谆讼

简物产美，土厚水甘风气和”o的古老颍州照亮商铺。此后，毫县荣记电灯公司、涡阳涡

光电灯厂、张村镇发电厂也相继发电。上述各厂虽然设备陈旧、装机总容量不足80千瓦，

且时发时停，然而却拉开阜阳地区用电的帷幕。阜阳地处中原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土匪劫掠连年不断，加之日军飞机的多次轰炸，市场日渐萧

条。仅有的几家小电厂或毁于战乱，或止于匪患，如夜空流星瞬间即逝，维持时间最长的

不满四年。涡光电灯厂1938年倒闭，是上述各厂停业最迟的电厂。

建国后，百业待兴，电力先行。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初期，政府限于财力不能建专

营电厂。1950年，阜阳军分区后勤处经营的淮上油厂附设发电厂，利用仅有的1台25马

力(1马力≈735．5瓦)柴油机剩余功率，带动12．5千瓦发电机发电，成为沉寂12年之

后阜阳地区电力工业的新起点。此后，各县以附设电厂、自备电厂的建设为先导，以利用

外地废弃设备、节约投资尽快发电为目的，向国营电厂发展。自1950～1959年计建附设

电厂3座，自备电厂4座，集资电厂3座，国营电厂12座(其中以汽轮机为原动力的5

o阜阳地区，1949年3月～1971年3月29日称阜阳专区；1971年乙1996年1月称阜阳地区；

1996年1月22日改称阜阳市。本概述统称为阜阳地区。阜阳地区包括阜阳、临泉、太和、阜南、颍上、

界首，以及当时属阜阳地区辖治的凤台、涡阳、蒙城、利辛、毫县。

o见欧阳修《思颍诗》序。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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