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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o
·永昌发电公司志·

永昌发电公司始称永昌电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南

望祁连山，北邻腾格里沙漠，是20世纪50年代末为国家镍矿的

采炼生产而建设的一座中型火力发电厂，因其坐落在永昌县境

内，加之初期担负着区域供电的任务，按照当时电力法规的规

定，故名永昌电厂。

电厂前后40多年，分3期建成。它的每期建设都有其非常鲜

明的时代特征。一期工程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加之经济建设

百废待兴，所安装的两台1．2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及其相应的

锅炉设备，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用食品换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产

品。二期工程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建有3台国产的

2．5万千瓦的汽轮发动机组及其相应的锅炉设备。



庄

一期和二期工程均系国家全资投资建设，采用甲乙方管理。

两期工程建成投产生产20多年后，到改革开放时期，以技改的名

义采用新的投资体制和建设模式，由国家能源投资开发公司、甘

肃省电力投资公司两家投资，安装了两台10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

组及相应的国产设备。至此，永昌电厂总容量达到了29．9万千

瓦。实际上，1993年电力部批准一期、二期9．9万千瓦容量的5

台机组报废，根据甘肃缺电的实际，报废机组转入“康复"运

行。

根据目前金昌市工农业用电需要，公司的扩建问题十分迫

切。该公司在场地、公用设施各方面具有扩建的优越条件，只需

统筹解决好水的问题，扩建应没有问题。

永昌发电公司从一期立项到二期工程建成投产，隶属原西北

电管局领导，1970年到1978年属甘肃省水利电力局领导，1978

年4月水电分家成立甘肃省电力局后，属甘肃省电力局领导。改

扩建工程完全按新体制、新模式运作，设有自己的股东会、董事

会。

永昌发电公司投产发电已40年了o 40年来，为甘肃各火电

厂乃至整个甘肃电力系统培养、培训、输送了大批各类骨干人

员，其中仅副厂长(处)级以上管理骨干就有四十余名。

盛世修史，以励后者。回顾40年艰难曲折的历史，以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编修《永昌发电公司志》，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教训，记述那些曾为公司建设与发展付出智慧、汗水和青春的

前辈们和今人的业绩和精神，对于存史、励志，取得更大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肃省电力工业局原局长张明喜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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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o
·永昌发电公司志·

在永昌发电公司投产发电40周年之际，《永昌发电公司志》

历经3度寒暑，数易其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

和两个文明建设工作的一项新成果，可庆可贺!

抚今追昔，鉴古知今。永昌发电公司设计于1959年，动工于

1960年，缓建于1962年，复工于1963年，投产于1965年，一期

和二期工程全部完工于1970年，两台10万千瓦机组建成投产于

1993年，为了金川镍钻金属的开发建设、为了产业结构的改革调

整，永电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艰难，也培育出“立足河西，献

身电业，安全经济，开拓求实"的企业精神，锤炼出“文明勤奋

翻匿匿黧蓬蓬囊翟麓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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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细求实"的企业作风。一代代永电人励精图治、上下同心，拼

搏奋斗，其业绩和精神皆于志中予以记录。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志为鉴，继往开来，服务

当代，教育后人。《永昌发电公司志》的编纂以电力生产为主线，

涵盖工程建设、生产安全、设备改造、科技进步、经营管理、多

种经营、职工生活等方方面面。编纂人员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查阅了建厂投产、孤立运行、企业管理的历史案卷，以秉笔

直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详尽地记录了荒漠创业、发供调孤

立运行、整治老化腐蚀设备、改扩建工程、安全文明生产达标、

企业改制重组等奋斗历程，汇集了生产、安全、经营、多种经营

和职工生活变化的重要事件，编录了全部设备技术资料和各期工

程建设的重要文献，展现了永电建设者艰苦创业、敬业勤业的精

神风貌，足以给今人以启迪，给后人以教育。

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掌握未来。公司志的出版为全面正确地

认识过去，借鉴历史经验，探讨设备管理、安全生产、经营管理

和多种经营发展规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依据，相信一定会起

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一定会对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和

两个文明建设以及企业的改制和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和推动作

用o ．

大唐集团永昌发电厂厂长王伯通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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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o
·永昌发电公司志·

永昌发电公司投产以来，走过了整整40年的旅程o

40年来，永电人在戈壁荒漠艰苦创业，无私奉献，铸就了一

座总容量为29．9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为金昌镍基地的开发、

建设和发展，为河西三市乃至甘肃省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工农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o

《永昌发电公司志》立足现在、详近略远，以时为序、纵贯

历史，忠于史实、正本清源，融史料性、真实性于一体，突出电

力行业特点和本企业个性，真实而系统地反映了永昌发电公司40

年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行文规范，体例统一，

豳骶匿翟鐾黧蕊魏盘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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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它的出版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未来发展提供了

参考资料，将成为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动教

材。

鉴往可以知兴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是编纂《永昌发电

公司志》的主要目的o《永昌发电公司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永

电员工埋头苦干的动人事迹，弘扬了戈壁荒漠艰苦创业的奋斗精

神。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理顺产权关系，规范公司运作，永电人

将秉承40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发扬勤奋、文明、严

细、求实的企业作风，精诚团结、奋发向上、与时俱进、不懈努

力，以企业发展为第一要务，全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坚持

为出资人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员工负责的理念，加强公司的组

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强化公司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管理

创新和科技创新，开创甘肃电投永昌发电公司改革、发展、稳定

的新局面。

甘肃电投永昌发电公司总经理陆平

2005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o
·永昌发电公司志·

一、《永昌发电公司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参照行业史志编纂的规定和方法，记述自建厂以来的历史

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政、教化、存

史”的目的。

二、断限：上限起自1959年，下限截至2004年底。

三、体例：由志、图、表、录组成，以志为主，图、表、录为辅。志体

采取横排门类，纵陈历史，纵横结合，做到横不漏项、纵不断线。图片

(照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分置于卷首和章节之中，做到图

文并茂。重要参数统计排列于相关章节之中。全志共十章，章以下设节、

目、子目等层次。第一章前设序、凡例、概述，末章后设人物、大事记、附

录、后记。除概述外，均客观记述，不加评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纪事本

ZZ



末体的形式。

四、引用资料以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档案室资料文献为主，并依据部分老

领导、老同志回忆性资料，经考证、核对、筛选后载入。书中简短注解随文

加括号，较长注释加脚注当页说明。

五、由于永昌发电公司设备容量等级不同，新、老程度不同，厂房分

设，因而部分章节内容交叉，各有侧重。

六、计量单位使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

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规定的以国际单位为基础的我国的法定计量单

位。

七、统计数据采用上级主管部门及厂内统计部门的年报、月报的统计数

据。

八、所用数字除概数、序数、定型的词和标题用汉字外，一般使用阿拉

伯数字。

九、设备名称、技术术语等，以规程规定为准，没有规定的，从习惯毒

十、为了保持历史文献原貌，书中附录的省、部、委文件，其文字不作

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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