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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门县电力工业志

《海门县电力工业志》问世，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亘古以来，长夜难明。世上有电灯也不过百余年历史。追溯

起来，海门用电始于1920年，却虚度了近四十年光阴。海门县

电力工业真正大展宏图是从1958年开始。几十年来，她的茁壮

成长过程，需要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本书就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

较为翔实的素材。

电灯，人们比喻为明珠，人们常常把向往光明与向往真理联

系在一起。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曾有过一句名言，即把苏维埃

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电力介入社会，参与商

品经济的活动，成为历史发展的一条大动脉，成为人们须臾不可

缺少的东西。然而，作为“电”，它看不见，也不可以用手去摸。

因此，电力工业有它自身的特点。通观志书，较为客观地反映了

读者需要了解的内容，即电力工业在海门县所具备的那些特点。

电力工业在海门县的发展历史，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

导，离不开电力工业系统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离不开海门

县地方党政领导的积极支持，也离不开群众运动和集体力量。这

一切的一切都是事实，编写人员在阅读了浩繁的文字资料和采集

了许多口碑资料后，对修志工作满怀热情，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了这本有一定质量的志稿，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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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志的部分章节，编纂者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从阅读中我们

可以体会到：电力事业的成功，需要我们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奉

献，要继往开来，不断创新。是为序。

宋 彪

1988年5月



凡 例

海门县电力工业志

一、《海门县电力工业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

导下，以史实为依据，反映海门县电力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根据所辑资料，记述的上限为1920年，下断于1985年。

三、本志是一专业志。志书主体分发电、供电、用电、供电生

产、管理、安全生产、党群组织、职工共八章40节，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其他如序、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均在必修之列。

四、志书采取横排门类、条目编写，运用志、记、传、图、

表、录等编纂手法，在平实的表述中，反映海门县电力工业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特点。

五、本志遵循“存史、资政、教化”的宗旨，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地记述与生人有关的事实，择善而

从。当事人的抑扬褒贬，不是编纂者所能左右。读者从“职工风

貌”、“典型事故”等阅读中可知端倪。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也有引用古文的，都是原有

资料所载，年月日以公历进行记录。为准确起见，也有用农历

者，加括号双重表述。地名称呼遵历史原貌，1985年所发生的

事实，以海门县地名委员会《海门县镇、场、村民标准名称》为

准。度量衡以法令公制为准。所引用的数据，有按统计报表制度

所呈报的统计资料，也有引用其他资料者，均写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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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门县地处长江人海口，自古被称为“江海之门户”，海门

由此得名。全县系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是谓“粮棉故乡，海滨乐土”。

海门古为东布洲，据《海门县志》记载，后周显德五年

(958年)始设县，置县治东洲镇，隶通州。历史上经过沧海桑

田的地理变化。1985年，海门全县总面积1102千米2。总人口为

994444人。全县有三个直属镇，划5个区，31个乡，10个场

圃。海门镇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静海乡志》记载，海门人民“尤勤于织作，机杼之声相

闻”，手工制作土布约自清朝同治初年(1862年)始。中国近代

第三纺织有限公司民国十年(1921年)正式开车生产，一直沿

袭至今。现在的南通国棉三厂有相当的规模。虽然其体制隶属南

通市，但对全县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条35千伏线路天海线，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据1985年末海门县国民经济统计，全县有工业企业6242

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3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817个，村办

企业1068个，个体经营企业4319个，全县工业总产值93378万

元。海门由原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个县，在建国后很快发展

成为工业门类齐全，工厂企业星罗棋布，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逐年

上升的一个县。它的发展与电力工业息息相关。值得一提的是，

农村高压电网于1970年在全县初步形成，乡镇村办工业如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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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县电力工业志

春笋逐年发达兴旺，1985年乡镇村办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的60．2％。

海门的物产相当丰富。农业以间作、套作为主要耕作形式，

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粮食作物以元麦、玉米为主。农业特产有

薄荷、黄麻、大红袍赤豆、小辣椒、牛踏扁大豆、香芋、绿皮黄

豆、白术、红花等。海门山羊以板皮出口为大宗，海门蹄汤羊肉

闻名遐迩，乃冬令席上珍馐。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电力的需

求愈来愈迫切。1985年全县用电设备装机容量197970千瓦，最

高用电负荷达31950千瓦，全年用电量19533万千瓦时。全县用

电普及率大大提高，779个村有99．6％用上电。电与社会、与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愈来愈密切关联。总而言之，海门经济在腾

飞，电力工业作为供应能源的职能产业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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