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志出版社



嘉金票供耄责墨有嚣公等编瑞金市供电责任有限公司圳

l

形3乙1 0／工一



杨美华



序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电力发展的水平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市供电系统

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瑞金的电力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供电保障

能力显著提高。到2003年底，全市100％的村实现通电，城镇和92．17％

的村完成电网改造，全市供电能力达24万千伏安，2003年全市总用电

量10134万千瓦时。电力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推进瑞金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加快瑞金建设“赣南东部中心城市"和

“赣闽边际区域经济中心”的步伐作出了重要贡献。

电力事业发展的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历程。为了客观地展示我市在各个时期电力事业发展的状况，全

面、准确地记载我市电力建设各方面的相关资料，在社会各界的鼎力

支持下，市供电局、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同志们编纂了这本《瑞金市电

业志》o通读此志，甚感资料完备齐全，记载翔实得体，数字精准细致，

如实、系统地记述了瑞金电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

自然条件、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和人的因素对电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此志不愧是我市行业修志的典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不断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o《瑞金一

市电业志》既是对瑞金电业建设、发展历程的忠实纪录，对今后的电业

发展，以及其他各业的发展就必将起到重要的资政、借鉴作用。我想，

这就是一种文化生产力。

希望供电系统的同志们，以此志的编成出版为新起点，奋力拼搏、

开拓进取，为瑞金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赣州市委常委、瑞金市委书记肖毅

2004年11月8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瑞金电业的发展历程，以各地

方及行业存史、科研、资政、教化之用。

二、本志上限始于瑞金市电力工业发端之时，下限至2002年底。

电业发展规划等下限适当延伸，以保持该事物的完整性。

三、本志悉依方志体例，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全书采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主体部分按章、节：目架构。

四、本志以公元纪年，采用法定计量单位，遵循国家行文规范。

五、本志所涉专业名称及计量单位，一般用中文表示(表格中酌用

外文)o为行文方便，有时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N个五年计划”，

简称为“N五计划"o

六、人物收载，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对健在及对瑞金电业发展

有卓著贡献者，不论身份、职务，或录入名表，或以事系人，以示彰扬。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编排。同一

时间发生的多个事项，从第二项起用“△"符号表示与第一项时间相

同。

八、本志资料主要采自《瑞金县水利志》、《瑞金县小水电公司志》

(未定稿)、新编《瑞金县志》、瑞金市供电局档案室档案、现行文书报

表，以及部分老职工回忆材料。编纂时不再注明出处。

九、为便于读者阅读和利用，书末附有《电业常用专门名词一览

表》等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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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瑞金市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东部，国土面积2448平方公里。地处

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居赣江东支贡水源头，邻闽近粤。境内群山环抱，

河网密布，有大小溪河252条，总流程1850公里。多年平均地表径流

总量21．16亿立方米，每平方公里产水量约86万立方米。水能理论储

量达10万千瓦，可开发量4万千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素称“红色故都"、

“共和国摇篮”o

新中国成立前，瑞金无电力工业。境内居民祖祖辈辈照明、取暖、

熟食都靠柴炭、植物油、煤油起火o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动员组织和帮助瑞金人民医治战

争创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之后，把实现战争年代向瑞金人民描摹过

的“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摆上了

议事日程o 1955年冬，中共瑞金县委成立江西瑞金火力发电厂筹建领

导小组。在中共赣南区委工业交通部支持下，从外地引进设备和技

术，历时半年，于次年7月1日投产发电。从此结束瑞金无电业的历
●

史。

以此为开端，瑞金电业进入发展初期，即小火电时期。此时全境

发电出力，最多为157千瓦o

1966年1月1日，县办南华水库电站竣工投产，瑞金电业由此进

入小水电时期。其间，日东水库首台(2号)机组于1972年5月1日正

式发电，3号机组于同年8月31日试车成功。两台机组通过县属竹马

岗变电站与南华水库电站联网运行，标志着瑞金地方电网初步形成。

尔后，龙山水库电站、富溪水库电站、沙陇水库电站、陈石水库电站以

及乡办五一九电站和村办洗心、山岐电站等相继并入网内运行。至
1



概 述

1981年末，与县电网联网的小水电站装机总容量达到4965千瓦，发电

出力4000千瓦左右。

这一时期，适值瑞金地方工业体系形成并迅速壮大，用电量增长

较快。蓬勃发展的小水电，与此互生共长，起了先行官作用o 1981年，

县供电所转供电量为1395万千瓦时，其中利用本地小水电1246．6万

千瓦时，占89．36％；利用赣州电网的电力仅占10．64％．

1981年一1993年期间，境内工业企业用电虽无较大增长，但乡村

和市政照明负荷平均年增17％左右。加上地方电源建设力度较小，境

内电力资源供给不足，逐渐加大了对赣州电网的依赖程度，也因此使

瑞金人民饱受后期七八年拉闸限电的苦恼。这一时期堪称瑞金电业

的低谷期o

1994年，瑞金撤县设市，竹马岗变电站二期改造工程竣工投运，宁

都至瑞金1 10千伏输电线路投入运行，瑞金电业进入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竹马岗变电站35千伏进出线由一条增至四条，与赣州

电网联网电压等级由10千伏升至35千伏。从1995年起，全市转供电

量几乎以每年超过1000万千瓦时的速度增长，年最大负荷突破万千

瓦。赣州电网转供电量开始超过市小水电构成的地方电网的转供电

量，并且在全市总的转供电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o 2002年，在全年

转供电量7595．3万千瓦时中，赣州电网转供电量占到总量的62．35％o

在此期间，市电力经营企业——瑞金市电力公司，按照国家对农

电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了股份制改造o 1999年6月1日，成立

了由江西省电力公司、江西省投资公司和瑞金市国资局共同出资组建

的股份公司——瑞金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成立瑞金市供电局，

为管理市境电力工业的行政机关，与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o 2002年末，该公司有员工834人，下设6个职能科室、19个

二级机构及基层供电所，4个多种经营企业。

改制以来，该公司全面理顺市、乡、村电力管理体制，健全基层供

电所各项规章制度-9管理设施，规范农村供用电管理，降低管理成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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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1999年8月开始实施的农

网改造，先后投入资金7713万元(实际到账7681万元)，是瑞金电力

建设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受益面最宽、安全质量最严、技术要求最高的

重大工程。经过江西省水电工程局向塘基地处、省地方建设公司和瑞

金市输变电工程队三支骨干队伍的订‘亥奋战，兄弟县市电力职工的无

私支援，以及全市上下七八个月的同心协力，瑞金市农网改造首期工

程全面竣工，并于2001年12月18日顺利通过省级验收。紧接着全市

农改二期工程又上马铺开了o

经过建设和改造的瑞金市城乡电网，结构更趋合理，供电质量和

供电可靠性大大增强o 35千伏电网主网架基本完善，10千伏电网覆

盖市域所有乡镇。线损、变损大幅度下降，农村用电量剧增，电价剧

降。以农改前的1998年为比照，农改后(2001年)市电网乡、村覆盖率

分别由68．4％和68．1％均上升为100％；市网高压线损率降低6个百

分点，降至10％；低压线损率降低1 1个百分点，降至12％；农村用电量

增长24％(1998全市年用电量为6000万千瓦时，人均年用电量105千

瓦时，仅为全省人均用电量的1／6，全国人均用电量的1／9 o农村用电

量的人均值显然更低)o全市农村电价则由1．8元／千瓦时，普遍降到

省政府要求的合理电价水平以内。农村到户电价每千瓦时平均降幅

O．6元，最大降幅1．0元，全年为农民减轻用电负担1000万元以上o

2002年，全市共有大小水利工程3979座，其中中型水库2座、小

(一)型水库16座、小(二)型水库56座。拥有水电站56座，总装机98

台、容量12579千瓦，年发电量4715万千瓦时，为国家第三批电气化达

标县之一。瑞金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35千伏变电站8座，主变

容量26800千伏安；35千伏线路131．57公里，lO千伏线路1020公里；

配变台区812个，配变容量61240千伏安。瑞金电网的总体水平已超

过周边县市，瑞金电力已完全可以保障全市工农业生产及城乡居民的

生活需要。这一变化，对于瑞金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瑞金电力工业从无到有，从困境中崛起，走过了
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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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艰辛而豪迈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留下了电力职工和人民群众一

串串闪光的脚印，镌刻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对瑞金电业发展的作用

与影响。

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广大电力职工以工人阶级主人翁姿态，发扬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精神，吃苦耐劳，扎扎实实，一丝不苟，

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尤其是市电

力公司改制归口管理时，因为历史包袱沉重，且人员多而转供电量少，

加上农电“两改一同价"引发小水电涨价，农村到户电价下调等不利因

素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形势相当严峻o 2000年经营亏损123万元，

2001年才实现扭亏为盈。就在这样的局势下，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领

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迎难而上，广泛、深入、系统地开展2001年一2002

年创建双文明单位活动。公司上下同心同德，大胆改革，细致工作，齐

抓共管，开门办电，使创建活动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并得到社会各界的

充分肯定，以及江西省电力公司检查验收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公司的

管理水平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管理工作更规范、更科学，体现了理性

和人文关怀。

人民群众始终是电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强后盾。计划经济时

期，他们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大兴水利、大办

水电事业中，为瑞金电业发展夯实基础o 1958年，全县农村一半以上

的劳动力自带粮食、铺盖，分期分批进入县办“四大水利工程"(龙山、

沙陇、沙洲、久益陂四座水库)及其他水利工地，忘我劳动。学校师生、

工厂工人也前往支援o 1950年一1985年，全县投入水利水电建设资金

为6723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130万元，银行贷款82万元，县、乡、村

自筹资金2097万元，群众投劳投资2414万元。地方三级自筹和群众

投劳投资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二还多。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后，人民群众又以自办、联办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加电力建

设。在农网改造工程施工过程中，农民们犹如当年欢迎红军一样，自

发地以鞭炮、唢呐、锣鼓欢迎农改施工队伍下乡进村，并且主动帮助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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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搬运器材，固定电杆等，从而使农改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现在，随着江西省第一座220千伏综合自动化输变电工程——瑞

金变电站的兴建，以及把瑞金建成赣南东部中心城市及赣闽区域经济

中心进程的加快，瑞金电业发展的前景更加广阔而绚丽。瑞金电业对

于当地(及周边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对于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必将发挥更大更强更可靠

的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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