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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高乏
江西省水电工程局已届而立之年．三十余载寒暑，数千名水电建

设者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历尽艰辛．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在江西大地上建成了庐山、柘林、江1：I、洪门、芰南、枫渡、罗湾、

长冈、赣抚平原等多项水利水电工程．八十年代以来，水电工程局锐

意改革，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走向社会，打破行业界限，开展多种经

营，实行转轨变型，成为能承担电力工业以及工业民用建筑，桥涵、

公路．码头等工程建设的大型企业．三十余年辛勤汗水，业绩昭然，

当值铭册． ，

今逢盛世，盛世修志．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源

远流长，历代不衰。而编写企业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通

过编纂局志，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能够比较全面，比较系

统地总结回顾我局历史，以大量确凿有据的史料反映出江西水电建设

队伍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面貌，从而探讨其盛衰起伏，功过得失的因

果和规律，以期有利于我们发挥优势，避免失误，对企业生产经营作

出更为优化的决策．

江西水电建设队伍的历史较长，机构建制几经变迁，各类资料多



序

有散失，如不及时对这段历史资料弥补阙漏，随着岁月流逝，时过境

迁，有些史实就更难考证了．在资料缺、人手少、时间紧的情况下，

局志编辑室编纂出我局第一部志书，实属不易。志稿虽仍有遗漏之

憾，但在我局历史上毕竟有了一部。资治、存史、教化”的资料汇编．

志书甫成，谨撰上述，是为序。
●

一九九O年一月撰于南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志以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全书整体构架为横排门

类，纵写史实。概述以叙为主，夹叙夹议，其它章节只记事实，不作评述11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与以时系史，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

五，史料主要来源于本局档案馆，原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公司留存档案、江西省档案

馆，庐山档案馆、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的文书档案资料以及江西水利电力系统兄弟

单位和本局各科(室)，各处(厂)提供的文字资料，本局局志编辑室采访笔录所得的口碑

资料，实物资料． 、

六、对某些历史时期散失了资料无据可考的史实，宁缺毋滥，有据者志之，无据者睨

之，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

七，本志人物章从简，对本局历史上有据可证的事迹显著者，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分列

于有关章节之中。

八、凡在本志中重复出现的专用名词．科技术语，常用词语首次出现标以全称，继之她

以约定俗成的简称。

九，历史上凡与本局有直接隶属关系的水电施工队伍，本志只记其当时的局(处)一级

机构．局(处)级以下者略去I载入本志的各历史时期的领导人名录，只记相当于现工程局

局一级的主要领导人。

十，本志数字(引文、专用数量词除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计量单位一律以国务院

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关于旮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规范．



第一节行政机构⋯⋯⋯⋯⋯⋯⋯⋯⋯⋯⋯⋯⋯⋯⋯⋯⋯⋯⋯⋯⋯”(29>
队伍组建⋯⋯⋯⋯⋯⋯⋯⋯⋯⋯⋯⋯⋯⋯⋯⋯⋯⋯⋯⋯⋯⋯⋯⋯⋯⋯⋯⋯(29>

机构设置⋯⋯⋯⋯⋯⋯⋯⋯⋯⋯⋯⋯⋯⋯⋯⋯⋯⋯⋯⋯⋯⋯⋯⋯⋯⋯⋯⋯(36)

第二节党的机构⋯⋯⋯⋯⋯⋯⋯⋯⋯⋯⋯⋯⋯⋯⋯⋯⋯⋯⋯⋯⋯·‘to>
党的代表大会⋯⋯⋯⋯⋯⋯⋯⋯⋯⋯⋯⋯⋯⋯⋯⋯⋯⋯⋯·一⋯⋯⋯⋯⋯⋯(40>

党的委员会⋯⋯⋯⋯⋯⋯⋯⋯⋯⋯⋯⋯⋯⋯⋯⋯⋯⋯⋯⋯⋯⋯⋯⋯⋯⋯“(40>

第三节职工代表大会⋯⋯⋯⋯⋯⋯⋯⋯⋯⋯⋯⋯⋯⋯⋯⋯⋯⋯⋯·(42>
历届职工代表大会⋯⋯⋯⋯⋯⋯⋯⋯⋯⋯⋯⋯⋯⋯⋯⋯⋯⋯⋯⋯⋯⋯⋯⋯(42>

组织机构⋯⋯⋯⋯⋯⋯⋯⋯⋯⋯⋯⋯⋯⋯⋯⋯⋯⋯⋯⋯·一⋯⋯⋯⋯⋯⋯⋯(43>

第四节工会机构⋯⋯⋯⋯⋯⋯⋯⋯⋯⋯⋯⋯⋯⋯。⋯⋯⋯⋯⋯⋯“(43>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43)

工会委员会⋯⋯⋯⋯⋯⋯⋯⋯⋯⋯⋯⋯⋯⋯⋯⋯⋯⋯⋯⋯⋯⋯⋯⋯⋯⋯⋯(43>

第五节共青团机构⋯⋯⋯⋯⋯⋯⋯⋯⋯⋯⋯⋯“⋯⋯⋯⋯⋯．．．⋯(46>
团员代表大会⋯⋯⋯⋯⋯⋯⋯⋯⋯⋯⋯⋯⋯⋯⋯⋯⋯⋯⋯⋯⋯⋯⋯⋯⋯⋯(46>

共青团委员会⋯⋯⋯⋯⋯⋯⋯⋯⋯⋯⋯⋯⋯⋯⋯⋯·一．．．⋯⋯⋯⋯⋯⋯·一⋯(46>

第二章工程建设⋯⋯⋯⋯⋯⋯⋯⋯⋯⋯⋯⋯⋯⋯⋯⋯⋯⋯⋯⋯⋯⋯⋯一(J19>
· 1 。



第一节水利水电枢纽工程⋯⋯⋯⋯⋯⋯⋯⋯⋯⋯⋯⋯⋯⋯．：⋯．(60)

庐山水电站⋯⋯⋯⋯⋯⋯⋯⋯⋯⋯⋯⋯⋯⋯⋯⋯⋯⋯⋯⋯⋯⋯⋯⋯⋯⋯⋯(50)

柘林水利枢纽工程⋯⋯⋯⋯⋯⋯⋯⋯⋯⋯⋯⋯⋯⋯⋯⋯⋯⋯⋯⋯⋯⋯⋯⋯(52)

赣抚平原水利综合开发工程⋯⋯⋯⋯⋯⋯⋯⋯⋯⋯⋯⋯⋯⋯⋯⋯⋯⋯⋯⋯<85)

江口水利枢纽工程⋯⋯⋯⋯⋯⋯⋯⋯⋯⋯⋯⋯⋯⋯⋯⋯⋯⋯⋯⋯⋯⋯⋯⋯(91>

洪门水电站⋯⋯⋯⋯⋯⋯⋯‰也⋯⋯⋯⋯··ji÷⋯⋯⋯⋯⋯⋯⋯⋯⋯⋯⋯⋯·(97')

罗湾水电站⋯⋯⋯⋯⋯⋯⋯⋯⋯⋯⋯⋯⋯⋯⋯⋯⋯⋯⋯⋯⋯⋯⋯⋯⋯⋯⋯(106)

枫渡水电站⋯⋯⋯⋯⋯⋯⋯⋯⋯⋯⋯⋯⋯⋯⋯⋯⋯⋯⋯⋯⋯⋯⋯⋯⋯⋯⋯(111)

万安水利枢纽前期准备工程⋯⋯⋯⋯⋯⋯⋯⋯⋯⋯⋯⋯⋯⋯⋯⋯⋯⋯⋯⋯(114)

姆颇利农田水利工程⋯⋯⋯⋯⋯⋯⋯⋯⋯⋯⋯⋯⋯⋯⋯⋯⋯⋯⋯⋯⋯⋯⋯(115)’

哥马水电站⋯⋯⋯⋯⋯⋯⋯⋯⋯⋯⋯⋯⋯⋯岬⋯⋯⋯⋯⋯⋯⋯⋯⋯⋯⋯⋯(116)

七一水库溢洪道工程⋯⋯⋯⋯⋯⋯⋯⋯⋯⋯⋯⋯⋯⋯⋯⋯⋯⋯⋯⋯⋯⋯⋯(119)

长冈水电站⋯⋯⋯⋯⋯⋯⋯⋯⋯⋯⋯⋯⋯⋯⋯⋯⋯⋯⋯⋯⋯⋯⋯⋯⋯⋯⋯(119’

仰山水电站⋯⋯⋯⋯⋯⋯⋯⋯⋯⋯⋯⋯⋯⋯⋯⋯⋯⋯⋯⋯⋯⋯⋯⋯⋯⋯⋯(122羔

第二节变电工程⋯⋯⋯⋯⋯⋯⋯⋯⋯⋯⋯．．．⋯⋯⋯⋯⋯⋯。(125)’
柘林升压站扩建工程⋯⋯⋯⋯⋯⋯⋯⋯⋯⋯⋯⋯⋯⋯⋯⋯⋯⋯⋯⋯⋯⋯⋯(125>

南昌市。交路变电站··：··：··：··：··：··：“：“：··：⋯·．j⋯“j⋯．．j”j．．j·．：·．：⋯⋯⋯⋯(126)

石滩变电站土建工程⋯⋯⋯⋯⋯⋯⋯⋯⋯⋯⋯⋯⋯⋯⋯⋯⋯⋯⋯⋯⋯⋯⋯(127)

萍乡变电站土建工程．．．⋯．．．．．．w⋯w⋯⋯⋯⋯⋯⋯⋯．．．⋯⋯⋯⋯⋯⋯⋯⋯(128’

抚州变电站土建工程⋯⋯⋯⋯⋯⋯⋯⋯⋯⋯⋯⋯⋯⋯．．．⋯⋯⋯⋯⋯⋯⋯⋯(128)

德兴变电站⋯⋯⋯⋯⋯⋯⋯⋯⋯⋯⋯⋯⋯⋯⋯⋯⋯⋯⋯⋯⋯⋯⋯⋯⋯⋯⋯(129)

南昌城北变电所扩建工程⋯⋯⋯⋯⋯⋯⋯⋯⋯⋯⋯⋯⋯⋯⋯⋯⋯⋯⋯⋯⋯(130)

新余城北变电站⋯o o@$o⋯⋯⋯⋯⋯⋯⋯⋯⋯⋯⋯⋯⋯⋯⋯．．．⋯⋯⋯⋯⋯．．．(131)

第三节送电工程⋯⋯⋯⋯⋯⋯⋯⋯⋯⋯⋯⋯⋯⋯⋯⋯⋯⋯．．(132)
景泗110千伏送电工程⋯⋯⋯⋯⋯⋯⋯⋯⋯⋯⋯⋯⋯⋯⋯⋯⋯⋯⋯⋯⋯⋯(132>

贵南220千伏塔基工程⋯⋯⋯⋯⋯⋯⋯⋯⋯⋯⋯⋯⋯⋯⋯．．．⋯⋯⋯⋯⋯”(133)

景樟、西银35千伏送电工程⋯⋯⋯⋯⋯⋯⋯⋯⋯⋯⋯⋯⋯．．．⋯⋯⋯⋯⋯⋯(1 34)

九江二电厂220、110千伏改线工程．．⋯‘⋯’⋯⋯：⋯⋯⋯⋯⋯⋯⋯⋯⋯⋯⋯⋯(134)

东氨110千伏送电工程．．．⋯⋯⋯⋯⋯⋯⋯⋯⋯⋯⋯⋯⋯⋯⋯⋯⋯⋯⋯⋯⋯(135)

分萍220千伏送电工程．．．．．．⋯⋯⋯⋯⋯⋯⋯⋯⋯⋯⋯．。⋯⋯⋯⋯⋯⋯⋯⋯·．(135)

贵德220千伏送电工程⋯⋯⋯⋯⋯⋯⋯⋯“⋯⋯⋯⋯⋯⋯⋯⋯．．．⋯．⋯⋯·．(136)

乐珠110千伏送电工程⋯⋯⋯⋯⋯⋯⋯⋯⋯⋯⋯⋯⋯⋯⋯⋯⋯⋯⋯⋯⋯⋯(137)

贵弋110千伏送电工程⋯⋯⋯⋯⋯⋯⋯⋯⋯⋯⋯⋯⋯⋯⋯⋯⋯⋯⋯⋯⋯⋯(137)

新余城北110千伏送电工程⋯⋯⋯⋯⋯⋯⋯⋯⋯⋯⋯⋯⋯⋯⋯⋯⋯⋯⋯⋯(i38)

第四节南名发电厂扩建工程．．．．⋯⋯⋯⋯⋯⋯⋯⋯⋯⋯⋯⋯⋯．．(138>
3·泵房沙基⋯⋯⋯⋯．⋯”⋯⋯⋯⋯⋯⋯⋯⋯⋯⋯⋯⋯⋯⋯⋯⋯⋯⋯．．．⋯·(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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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库拆除⋯⋯⋯⋯⋯⋯⋯⋯⋯⋯⋯⋯⋯⋯⋯⋯⋯⋯⋯⋯⋯⋯⋯⋯⋯⋯⋯<140>

燃料供应系统⋯⋯⋯⋯⋯⋯⋯⋯⋯⋯⋯⋯⋯⋯⋯⋯⋯⋯⋯⋯⋯⋯⋯⋯⋯⋯(140>

主厂房中、小型混凝土预制件⋯⋯⋯⋯⋯⋯⋯⋯⋯⋯⋯⋯⋯⋯⋯⋯⋯⋯⋯(142>
’

主厂房大型预制构件及电缆廓道工程⋯⋯⋯⋯⋯⋯⋯⋯⋯⋯⋯⋯⋯⋯⋯⋯(143>

外围工程⋯⋯⋯⋯⋯⋯⋯⋯⋯⋯⋯⋯⋯⋯⋯⋯⋯⋯⋯⋯⋯⋯⋯⋯⋯⋯⋯⋯(144>

主厂房遗留工程⋯⋯⋯⋯⋯⋯⋯⋯⋯⋯⋯⋯⋯⋯⋯⋯⋯⋯⋯⋯⋯⋯⋯⋯⋯(145>

-第五节 灰库工程⋯⋯⋯⋯⋯__⋯⋯⋯⋯⋯⋯⋯⋯⋯⋯⋯(147)
九江二电厂一期灰库⋯⋯⋯⋯⋯⋯⋯⋯⋯⋯⋯⋯⋯⋯⋯⋯⋯⋯⋯⋯⋯⋯⋯(147>

景德镇电厂二灰场⋯⋯⋯⋯⋯⋯⋯⋯⋯⋯⋯⋯⋯⋯⋯⋯⋯⋯⋯⋯⋯⋯⋯⋯(1．48>

乐平电厂灰库⋯⋯⋯⋯⋯⋯⋯⋯⋯⋯⋯⋯⋯⋯⋯⋯⋯⋯⋯⋯⋯⋯⋯⋯⋯⋯(149)

南昌电厂灰库⋯⋯⋯⋯⋯⋯⋯⋯⋯⋯⋯⋯⋯⋯⋯⋯⋯⋯⋯⋯⋯⋯⋯⋯⋯⋯(149>

第六节金属结构制作安装⋯⋯⋯⋯⋯⋯⋯⋯⋯⋯⋯⋯⋯⋯”(150>
、

九江二电厂斗轮机安装⋯⋯⋯⋯⋯⋯⋯⋯⋯⋯⋯⋯⋯⋯⋯⋯⋯⋯⋯⋯⋯⋯(151>

昌江渠化工程金属结构制安⋯⋯⋯⋯⋯⋯⋯⋯⋯⋯⋯⋯⋯⋯⋯⋯⋯⋯⋯⋯(151>

富春江水工厂协作加工件⋯⋯⋯⋯⋯⋯⋯⋯⋯⋯⋯⋯⋯⋯⋯⋯⋯⋯⋯⋯⋯(152>

铁塔加工⋯⋯⋯⋯⋯⋯⋯⋯⋯⋯⋯⋯⋯⋯⋯⋯⋯⋯⋯⋯⋯⋯⋯⋯⋯⋯⋯⋯(152>

第七节其它工程⋯⋯⋯⋯⋯⋯⋯⋯⋯⋯⋯⋯⋯⋯⋯⋯⋯⋯⋯(153>
地下厂房⋯⋯⋯⋯⋯⋯⋯⋯⋯⋯⋯⋯⋯⋯⋯⋯⋯⋯⋯⋯⋯⋯⋯⋯⋯⋯⋯⋯(153>

棠浦火电站⋯⋯⋯⋯⋯⋯⋯⋯⋯⋯⋯⋯⋯⋯⋯⋯⋯⋯⋯⋯⋯⋯⋯⋯⋯⋯⋯(154)

樟树四特酒厂扩建⋯⋯⋯⋯⋯⋯⋯⋯⋯⋯k⋯⋯⋯⋯⋯⋯⋯⋯⋯⋯⋯⋯⋯<154>

九江市客运码头土方工程⋯⋯⋯⋯⋯⋯⋯⋯⋯⋯⋯⋯⋯⋯⋯⋯⋯⋯⋯⋯⋯(156>

富春江坝址加固保护工程⋯⋯⋯⋯⋯⋯⋯⋯⋯⋯⋯⋯⋯⋯⋯⋯⋯⋯⋯⋯⋯(157>

第三章施工技术⋯⋯⋯⋯⋯⋯⋯⋯⋯⋯⋯⋯⋯⋯⋯⋯⋯_⋯⋯(159)

第一节新工艺⋯⋯⋯⋯⋯⋯⋯⋯⋯⋯⋯⋯⋯⋯⋯⋯⋯⋯⋯·．(159>
混凝土防渗心墙⋯⋯⋯⋯⋯⋯⋯⋯⋯⋯⋯⋯⋯⋯⋯⋯⋯⋯⋯⋯⋯⋯⋯⋯⋯(159)

滑动模板⋯⋯⋯⋯⋯⋯⋯⋯⋯⋯⋯⋯⋯⋯⋯⋯⋯⋯⋯⋯⋯⋯⋯⋯⋯⋯⋯⋯(166>

地下截墙工程⋯⋯⋯⋯⋯⋯⋯⋯⋯⋯⋯⋯⋯⋯⋯⋯⋯⋯⋯⋯⋯⋯⋯⋯⋯⋯(171>

坝基断层化学灌浆⋯⋯⋯⋯⋯⋯⋯⋯⋯⋯⋯⋯⋯⋯⋯⋯⋯⋯⋯⋯⋯⋯⋯⋯(173>

预应力锚索工程⋯⋯⋯⋯⋯⋯⋯⋯⋯⋯⋯⋯⋯⋯⋯⋯⋯⋯⋯⋯⋯⋯⋯⋯⋯(175>

砂井⋯⋯⋯⋯⋯⋯⋯⋯⋯⋯⋯⋯⋯⋯⋯⋯⋯⋯⋯⋯⋯⋯⋯⋯⋯⋯⋯⋯⋯⋯(178>

碎石桩⋯⋯⋯⋯⋯⋯⋯⋯⋯⋯⋯⋯⋯⋯⋯⋯⋯⋯⋯⋯⋯⋯⋯⋯⋯⋯⋯⋯⋯(179>

预应力混凝土梁⋯⋯⋯⋯⋯⋯⋯⋯⋯⋯⋯⋯⋯⋯⋯⋯⋯⋯⋯⋯⋯⋯⋯⋯⋯(180)

充气胶襄⋯⋯⋯⋯⋯⋯⋯⋯⋯⋯⋯⋯⋯⋯⋯⋯⋯⋯⋯⋯⋯⋯⋯⋯⋯⋯⋯⋯(181>

第二节新材料⋯⋯⋯⋯⋯⋯⋯⋯⋯⋯⋯⋯⋯⋯⋯⋯⋯⋯⋯⋯⋯．(18l>
’．’： 木钠⋯⋯一小⋯⋯⋯⋯⋯“⋯·⋯”．．⋯⋯⋯⋯“⋯⋯⋯⋯””⋯⋯⋯”⋯⋯⋯(181)

：， DH6早强减水荆⋯⋯．．．⋯⋯⋯⋯⋯“一⋯⋯“一⋯⋯⋯．．．⋯⋯⋯⋯⋯⋯⋯”(182>

· 3 ·



改性环氧铬石粉⋯⋯⋯⋯⋯⋯⋯⋯⋯⋯⋯·～⋯一⋯⋯一⋯⋯⋯⋯⋯⋯-⋯(183>
无声破碎荆⋯⋯⋯⋯⋯⋯⋯一⋯⋯⋯⋯⋯⋯·一⋯⋯⋯⋯一⋯⋯⋯⋯⋯⋯⋯·(184)

第四章经营管理⋯⋯⋯⋯⋯⋯⋯⋯⋯⋯⋯⋯⋯⋯⋯⋯⋯⋯⋯⋯⋯⋯⋯⋯(187，)

第一节经济责任制⋯⋯⋯⋯⋯⋯⋯⋯⋯⋯⋯⋯⋯⋯⋯⋯⋯⋯⋯⋯．(187)
承包工程和结算方法⋯⋯⋯⋯⋯⋯⋯⋯⋯⋯⋯⋯⋯⋯⋯⋯⋯⋯⋯⋯⋯⋯⋯(187')

局与局属各单位的内部承包经济责任制⋯⋯⋯⋯⋯⋯⋯⋯⋯⋯⋯⋯⋯⋯⋯(188)

局属各单位内部承包经济责任制⋯⋯⋯⋯⋯⋯⋯⋯⋯⋯⋯⋯⋯⋯⋯⋯⋯⋯(192>

第二节计划统计⋯⋯⋯⋯⋯⋯⋯⋯⋯⋯⋯⋯⋯⋯⋯⋯⋯⋯⋯(194)
计划编制⋯⋯⋯⋯⋯⋯⋯⋯⋯⋯⋯⋯⋯⋯⋯⋯⋯⋯⋯⋯⋯⋯⋯⋯⋯⋯⋯一(194)
计划实施⋯⋯⋯⋯⋯⋯⋯⋯⋯⋯⋯⋯⋯⋯⋯⋯⋯⋯⋯⋯⋯⋯⋯⋯⋯⋯⋯⋯(195)

概(预)算编制⋯⋯⋯⋯⋯⋯⋯⋯⋯⋯⋯⋯⋯⋯⋯⋯⋯⋯⋯⋯⋯⋯⋯⋯⋯(196)

统计⋯⋯⋯⋯⋯⋯⋯⋯⋯⋯⋯⋯⋯⋯⋯⋯⋯⋯⋯⋯一⋯·⋯⋯⋯⋯⋯⋯·⋯··(198)

第三节物资管理⋯⋯⋯⋯⋯⋯⋯⋯⋯⋯⋯⋯⋯⋯⋯⋯⋯⋯⋯(199)
计划采购⋯⋯⋯⋯⋯⋯⋯⋯⋯?⋯⋯⋯⋯⋯⋯⋯⋯⋯”o oOo⋯⋯⋯⋯⋯⋯⋯(199>

运输⋯⋯⋯⋯⋯⋯⋯⋯⋯⋯⋯⋯⋯⋯⋯⋯·”⋯⋯⋯⋯⋯⋯⋯⋯⋯⋯⋯⋯⋯(200)

保管⋯⋯⋯⋯”⋯⋯⋯⋯⋯⋯⋯⋯⋯⋯⋯⋯⋯⋯⋯⋯⋯⋯⋯⋯⋯⋯⋯⋯⋯·(202)

机械装备与清产核资⋯⋯⋯⋯⋯⋯⋯⋯⋯⋯⋯⋯⋯⋯⋯⋯⋯⋯⋯⋯⋯⋯⋯(203)

供应⋯⋯⋯⋯⋯⋯⋯⋯⋯⋯⋯⋯⋯⋯⋯⋯⋯⋯⋯⋯⋯⋯⋯⋯⋯⋯⋯⋯⋯⋯(207)

第四节劳动工资⋯⋯⋯⋯⋯⋯⋯⋯⋯⋯⋯⋯⋯⋯⋯⋯⋯⋯．．(z08)
定员定额⋯⋯⋯⋯⋯⋯⋯⋯⋯⋯⋯⋯⋯⋯⋯⋯⋯⋯⋯⋯⋯⋯⋯⋯⋯⋯⋯⋯(208)

工资形式⋯⋯⋯⋯⋯⋯⋯⋯⋯⋯⋯⋯⋯⋯⋯⋯⋯．．⋯⋯⋯⋯⋯⋯⋯⋯⋯⋯·(209)

招工⋯⋯⋯⋯⋯⋯⋯⋯⋯⋯⋯⋯⋯⋯⋯⋯⋯⋯⋯⋯⋯⋯⋯⋯⋯⋯⋯⋯⋯⋯(211)

劳动保护⋯⋯⋯⋯⋯⋯⋯⋯⋯⋯⋯⋯⋯⋯⋯⋯⋯⋯⋯⋯⋯⋯⋯⋯⋯⋯⋯⋯(212)

第五节财务管理⋯⋯⋯⋯⋯⋯⋯⋯⋯⋯⋯⋯⋯⋯⋯⋯⋯⋯⋯．(213)
管理体制⋯⋯⋯⋯⋯⋯⋯⋯⋯⋯⋯⋯⋯⋯⋯⋯⋯⋯⋯⋯⋯⋯⋯⋯⋯⋯⋯⋯(213)

固定资产⋯⋯⋯⋯⋯⋯⋯⋯⋯⋯⋯⋯⋯⋯⋯⋯⋯⋯⋯⋯⋯⋯⋯⋯⋯⋯⋯⋯(214)

成本核算⋯⋯⋯⋯⋯⋯⋯⋯⋯⋯⋯⋯⋯⋯⋯⋯⋯⋯⋯⋯⋯⋯⋯⋯⋯⋯⋯⋯(216)

专项基金⋯⋯⋯⋯⋯⋯⋯⋯⋯⋯⋯⋯⋯⋯⋯⋯⋯⋯⋯⋯⋯⋯⋯⋯⋯⋯⋯⋯(218)

流动资金⋯⋯⋯⋯⋯⋯⋯⋯⋯⋯⋯⋯⋯⋯⋯⋯⋯⋯⋯⋯⋯⋯⋯⋯⋯⋯⋯⋯(218)

检查监督⋯⋯⋯⋯⋯⋯⋯⋯⋯⋯⋯⋯⋯⋯⋯⋯⋯⋯⋯⋯⋯⋯⋯⋯⋯⋯⋯⋯(220)

第六节质量安全⋯⋯⋯⋯⋯⋯⋯⋯⋯⋯⋯⋯⋯⋯⋯⋯⋯⋯⋯⋯。(2zo)
质量控制⋯⋯⋯⋯⋯⋯⋯⋯⋯⋯⋯⋯⋯⋯⋯⋯⋯⋯⋯⋯⋯⋯⋯⋯⋯⋯⋯⋯(220)

质量事故⋯⋯⋯⋯⋯⋯⋯⋯⋯⋯⋯⋯⋯⋯⋯⋯⋯“⋯⋯⋯⋯⋯⋯⋯⋯⋯⋯·‘222)

安全生产⋯⋯⋯⋯⋯⋯⋯⋯⋯⋯⋯⋯⋯⋯⋯⋯⋯⋯⋯⋯⋯⋯⋯⋯⋯⋯⋯⋯(223)

第七节企业经营的横向联合⋯⋯⋯⋯⋯⋯⋯⋯⋯⋯⋯⋯⋯⋯⋯⋯(224)
横向联合组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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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经营⋯⋯⋯⋯⋯⋯⋯⋯⋯⋯⋯⋯·?⋯⋯⋯⋯⋯⋯⋯⋯·⋯⋯⋯⋯⋯⋯·．(224)
联合投标⋯⋯⋯⋯⋯⋯⋯⋯⋯⋯⋯⋯⋯⋯⋯⋯⋯⋯⋯⋯⋯⋯⋯⋯⋯⋯⋯⋯(225>

涉外接洽⋯⋯⋯⋯⋯⋯⋯⋯⋯⋯⋯⋯⋯⋯⋯⋯⋯⋯⋯⋯⋯⋯⋯⋯⋯⋯⋯⋯(225>

第五章党群工作⋯⋯⋯⋯“⋯⋯⋯⋯⋯⋯⋯⋯⋯⋯⋯⋯⋯⋯⋯(227>

第一节党的工作⋯⋯⋯⋯⋯⋯⋯⋯⋯⋯⋯⋯⋯⋯⋯⋯⋯．(227)
’

领导体制和工作决策⋯⋯⋯⋯⋯⋯⋯⋯⋯⋯⋯⋯⋯⋯⋯⋯DO·O OJ bJ B@0b@@p⋯⋯(227>

党的建设⋯⋯⋯⋯⋯⋯⋯⋯⋯⋯⋯⋯⋯I OO Qag·Q@@@t gO O O0@⋯⋯⋯⋯⋯⋯⋯⋯(228>

政治思想教育⋯⋯⋯⋯⋯⋯⋯⋯⋯⋯⋯⋯⋯⋯⋯⋯⋯⋯⋯⋯⋯⋯⋯¨⋯⋯(234)

纪律检查⋯⋯⋯⋯⋯⋯⋯⋯⋯⋯⋯⋯⋯⋯⋯⋯⋯⋯⋯⋯⋯⋯⋯⋯⋯⋯⋯⋯(237)

第二节计划生育⋯⋯⋯⋯⋯⋯⋯⋯⋯⋯⋯⋯⋯⋯⋯⋯⋯⋯(239)

第三节职工代表大会⋯⋯⋯⋯⋯⋯⋯⋯⋯⋯⋯⋯⋯⋯⋯⋯(239)，

第四节工会⋯⋯⋯⋯⋯⋯⋯⋯⋯⋯⋯⋯⋯⋯⋯⋯⋯⋯⋯(240)
劳动竞赛⋯⋯⋯⋯⋯⋯⋯⋯⋯⋯⋯⋯⋯⋯⋯⋯⋯⋯⋯⋯⋯⋯⋯⋯⋯⋯⋯⋯(240>

劳动保险⋯⋯⋯⋯⋯⋯⋯⋯⋯⋯⋯⋯⋯⋯⋯⋯⋯⋯⋯⋯⋯⋯⋯⋯⋯⋯⋯⋯(241>

女工工作⋯⋯⋯⋯⋯⋯⋯⋯⋯⋯⋯⋯⋯⋯⋯⋯⋯⋯⋯⋯⋯⋯⋯⋯⋯⋯⋯．(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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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江西省水电工程局(简称。工程局黟)其前身可追溯到江西省水利局施工处的施工队

伍，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工程局机关设在南昌市包家花园．现隶属江西省电力工业

局．1989年末，经能源部审定，建设部批准，工程局资质等级为。主营水利水电建筑一级企

业．兼营水利水电安装及基础处理，火电土建、送变电和工业民用建筑．

兰十余年来，江西省水电工程局数易其名，机构设置，管理体制、隶属关系也几经变

迁，其演变概要如下o

五十年代初，江西省开发水利工程，其施工技术力量归属为省水利局施工处统一调配，

随着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发展，施工队伍也逐步壮大。

1956年12月27日，江西省电业管理局批准庐山水力发电站建站委员会的施工队伍组建为

江西省庐山水力发电工程处，这是江西省自行组建的第一支水电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当年的江

西省省长邵式平曾指出。庐山水电站是我省自行组织施工的第一座水电站，要以此来培养人

才。锻炼队伍，为我省今后的水电建设打下基础。

1958年7月，柘林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庐山水力发电工程处的施工队伍成建制地调往柘

林工地，与援建柘林工程的施工队伍合并，组成江西省柘林水力发电工程局，由九江地区专

员公署负责组建，后归属省水利厅领导．．施工队伍主要来自。水利部工程总局第六机械工程

总队，电力工业部武汉水电勘测设计院(1957年派往庐山水电站的勘测队伍)、淮河水利委

员会(安徽省梅山水库施工队伍)、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万安，樟树坑水力发电工程

局、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以及赣抚平原水利综合开发工程总指挥部等．

1962年4月，柘林水利枢纽工程停工缓建，全局精减职T_3000余人。保留下来的职工

中，部分人员调往省内水利系统及农，林、垦殖系统等单位。专业队伍除留守柘林工地担负

工程维护和设备检修外，主要去向为赣抚平原水利工地和江I：1水电站工地。

1964年12月。江西省水利电力厅下设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公司。下辖江口水力发电工程

局，赣抚平原工程队，洪门水力发电工程局、更南水电工地，枫渡水力发电工程处，罗湾水

力发电工程局、万安工地留守处．柘林工地办事处．

1969年．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公司机构撤销．其所属各水电工地的施工队伍，按军事建

制改名为江西省水利电力局一，二，三团。 ．

1970年9月．柘林水利枢纽工程复工续建，江西省水和电力局第一、二，三团会战柘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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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合并组成江西省五新(柘林)水电站指挥部第一分指挥部．

1971年3月。改名为江西省水电工程团。

1975年12月，改名为江西省水利水电工程局。

1979年9月，水利、电力系统分开，在柘林水电站施工的江西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改称为

江西省水电工程局，隶属江西省电力工业局，另一支在罗湾水电站施工的队伍隶属江西省水

利局，后称江西省水利建设公司。

工程局自五十年代组建以来，至八十年代初，承接的工程项目和基建计划均由上级主管

部门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下达，由国家统包盈亏，属承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自营型施工企

业．

庐山水力发电工程处在施工高峰期的1957年，仅有正式职7"_790余人，其中，行政管理

干部大多从地方政府部门调来，施工技术人员十分缺乏，技术工人不足。随着庐山水电站工

程的施工进展，从全国水利水电系统陆续调入一些专业队伍。1958年，庐山水电站基本建成

后，工程处仅有固定资产30余万元。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江西省的柘林，万安，江口．洪门、罗边、樟树坑，峡

山，赣抚平原八大水利水电工程一哄而上，相继开工。这些工程基本上实行“边勘测，边设

计、边施工"，严重违反基建程序。初期工程分别由工程所在地区(专署，县)组成行政领

导机构，组织民工队伍，由省水利电力厅派出技术人员，投入建设．由于各项工程的勘测设

计不成熟，施工准备仓促，原材料，施工机械设备匮缺，技术力量薄弱，大多数工程均经历

过开工兴建、停缓建、复工续建、补强加固等反复阶段。其中罗边，樟树坑、峡山工程停建

后，迄今未复工。这八大工程中，柘林水利枢纽工程规模较大，工期较长。当时，集中了

8000余人的施工专业队伍，加上数万民工，施工高峰期参加建站的各类人员约计36800人．

其间，施工以土箕、扁担加人力车等简陋工具为主。随着工程施工的进展，陆续调入和添置

了汽车、机车、矿车、皮带机、推土机，空压机、风钻等基本的施工机械设备。使施工能力

得到初步的提高，扩大了企业固定资产的规模。到1962年初，柘林工程局拥有各种机械设备

2385台套，总计价值1140万元。这一时期，专业施工队伍在工程实践中得到锻炼。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江西省的各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先

后被迫停建缓建。柘林水利枢纽工程1958年至1962年期间的有效投资为2070万元．停工后，

职工精减．机械设备部分就地归并维修，部分随队调拨转场．以后，在“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胗的八字方针指导下，江西省的水利水电基建从整体上进行压缩调整，改全面铺

开，一哄而上为集中力量打歼灭仗。1962年至1970年，工程局担负了江口、洪门，芰南、枫

渡．赣抚平原，长冈等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的续建、兴建和补强加固，为江西省的水利水电

建设作出了贡献．

柘林水利枢纽工程于七十年代初复工续建，江西水电建设队伍再度在柘林工地大会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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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四万多民工也陆续进场，号称“七万大军"(实际上1971年为最高峰，民工加职工52400

人)．当时，江西省水电工程团开始组建机电安装队伍，从此成为土建，安装、金属加工

制作全能型的水利水电建设施工企业。工程团职工和省内外的援建专业队伍以及数万民工团

锗协作，奋力拼搏，两年内第一台机组就投产。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长官意志瞎指
挥，无视水电站施工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技人员的正确意见，单纯追求工程进度，强

令降低工程设计标准，将千年设计，万年校核的标准改为千年设计、不加校核，以及其它一

，些严重质量问题，以致1973年柘林水库被水利电力部定为全国口重点危险水章’’之一。从1974=

年起，又紧接着进行以主坝混凝土防渗心墙和增建第二溢洪道为重点的多项补强加固工程的

施工．直至1983年底，柘林水利枢纽工程竣工销号。
从五十年代初兴建省内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与庐山水电站始，到七十年代二进柘林水电

站工地的二十余年间，江西水电建设队伍分分合合，久经磨炼，水电职工南征北战，跋山涉

水，风餐露宿，历尽艰辛，长年居住工棚和简陋房屋，无稳定的家属生活基地，不少职工为

水电建设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江西省建成了庐山，柘林．江日，

芰南．枫渡，洪门，长冈，罗湾、赣抚平原(部分工程)等水利水电工程，完成水电装机容

量29．76万千瓦(不含小型水电装矶容量)，灌溉面积逾400万亩。这些工程的建成，对肖4

藏河道洪峰．增大枯水流量，免除和缓解水旱灾害，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首批

开发江西省第一期水力资源，改进电力结构，增加工农业用电，有着重要作用，对江西省的

。经济建设及工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锻炼形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水电施工专业队

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始企业整顿，工程局随之进入企业自主经营时期．

’1983年柘林水电站工程竣工销号之后，江西除万安工程外，已无水电工程的计划任务。上

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性生产任务锐减，仅1：J,1985年为例，上级下达给工程局的指令性计划投

资仅有873．31万元，尚不足全局常年盈亏持平生产工作量的四分之一．最困难的时期，全局

有待业职工子女千余人，窝]二人员千余人，离退休职工千余人，机械设备老化无力更新，职

工住房条件非常差，福利待遇低，技术干部和生产骨干纷纷要求调离，工程局面临生存危机

的严峻局面．1983年10月组成的工程局领导班子与全局职工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一手抓

， o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一手抓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

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工程局发挥职工能征善战，吃苦耐劳，工种较齐，

装备较全，技术，经济管理人员和工人素质较好的优势，面向社会，转轨变型，多种经营，

积极参加市场竞争。198d．年，工程局承接景德镇至德兴泗溯庙11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首次

跻身送电工程施工行业。同年12月，又参加水利电力部首次在全国公开招标的浙江石塘水电

站工程的投标竞争。虽未中标，但工程局提出的全套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及工程报价接近标

底．得到业主及评标委员会赞扬，提高了工程局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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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全局积极开展对外多种经营活动，先后派出经营人员7，91人次，奔走于江西，

河南．湖北、陕西，福建、上海，天津等省(市)．共洽谈业务69项，成功地承接了27r项工

程，累计投资1475万元，为当年指令性计划任务的169％，使当年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非

经营性亏损由170万元减为12．5万元。

自1982年年底始，工程局全面开展企业整顿，努力强化各项基础工作·推行经济承包费

任制，逐步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员培训，提高职工的政治，文

化、生产技术业务素质；对职工定编定岗，调整机构和劳动组织，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

化、专业化要求调整领导班子。1985年10月，经江西省电力工业局验收，工程局取得。企业

全面整顿验收合格证"．1987年6月，工程局搿双文明’’单位建设工作验收合格。

工程局从单一水电施工企业的困境中解脱之后，加强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横向联

合。与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等单位发起组建并参加了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在由世界银

行贷款建设的福建水口水电站工程国际招标中，工程局与3家外国公司洽谈联合投标．此

后，有8家外国公司主动与工程局联系有关工程的联营承包业务。这样，拓展了企业多种经

营的范围，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

1987年6月，江西省电力工业局批准，工程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同年8月，成立主要由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一，负责对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1981年起，完

善了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工作，先后召开六次职工代表大会，征集职工代表提出的参政议案

800余条款．并全面贯彻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Ⅸ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箭

工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制定了工程局的实

施细则，理顺了党，政、工三者关系。

近年来，工程局本着。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面向社会，勇于竞争，确保质量，讲究信

誉一的经营方针，承建和完成了各类工程项目．主要有·援外工程非洲塞拉利昂共和国马哥

水电站工程，鄂赣联网柘林水电站220千伏升压站扩建工程，景慈镇至泗洲庙、贵溪至弋阳、

分宜至萍乡．贵溪至德兴110千伏、22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南昌，丰城、抚州，萍乡、德

兴、新余，鹰潭等地的220千伏变电站工程，昌江渠化工程的船闸金属结构制作安装，樟树四

特酒厂扩建工程，南昌发电厂扩建和九江发电厂扩建的部分土建和安装等项工程。南昌，九

江，景德镇、乐平、分宜等火力发电厂灰坝工程，九江港扩建工程，福建省范厝水电站、玉

山水电站机电安装工程。奉新县仰山梯级水电站工程，永修、奉新县电视铁塔设计，制作、

安装工程，以及多项打桩，沉井，混凝土防渗墙、软基处理与灌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顶

应力锚累和无盖板坝基化学灌浆等复杂技术项目。

经过三十余年的磨炼成长，工程局现已成为能承担水利水电和工业、民用建筑工程的勘

察．设计，施工、机电谚备安装，复杂地下基础处理，110千伏、220千伏送变电工程，单机

容量20万千瓦的火电厂土建工程．大型金属结构制作安装，机械设备修配，非标准设备制造

以及各类汽车大修等业务的综合性施工企业。

截至1989年年底，工程局有全民所有制职T-3946人，集体所有制职T_525人．配备81个

工种，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为6．5级。全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有31人，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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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有123人，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有432人，技师有15
人·在任的正，副局长全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为49岁。

工程局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技术设备，截至1989年底止，自有机械设备总计3047台套，

总功率为37181千瓦，机械设备原值为2521万元，净值为1670万元，动力装备率(工人)为

暑．1千瓦／人，技术装备率(工人)3618元／人(按净值计)。

工程局的企业生产能力可达年产值-t000一,5000万元，年完成实物工程量l混凝土浇筑

20,-v30万立方米，土石方挖填t50,、'200万立方米，灌浆基础处理1万米，各种金属结构加工

1500"-'2000吨，4～5年可建成一座中型水电站。 ，

工程局的企业核算体制是。实行三级管理，二级核算。经济责任制形式为；(1)工程

局与甲方(建设单位、业主)按工程设计概算投资包干，或按施工图预算加系数包干，或按投

标报价(合同价)包干．(2)内部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及其它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1989年年底，工程局设有第一分局(碍0局级)，第一·二·三·四工程处，基础处理工

程处，电力安装工程处，机械厂．汽车修理厂和柘林，向塘，石岗基地管理处以及职工医

院．子弟学校。为妥善安置富余职工和待业子女，适当照顾困难家属，全局统筹规划，多渠

道投资，结合基地建设，兴建创办了电力附件厂，电力煤气设备安装公司．饥绣工艺品厂，

手帕厂，丝毯广，饮料厂，印刷厂，被服厂等。

水电职工一直没有稳定的生活基地，长年携家带眷，四处飘泊。近年来，在上级主管部

门的关怀下，工程局多方筹集资金，建设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福利设施等配

套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1988年4月，工程局机关从永修县柘林镇迁入南昌市包家花园，实

现了从地处偏僻，信息闭塞的山区向城市转移的夙愿。从而，工程局初步形成以南昌局机关

为中心，向塘为主基地，柘林、石岗为辅助基地的基地总体布局。目前，住房难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基地建设的资金仍是紧缺，亟待解决．

江西省的电力开发规划，在近期内，以火电为主，水电除在建的万安水电站外，没有其

它明确的大型水电站施工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工程局只有转轨变型，打破行业界限，全

方位出击．目前，全局已形成了遍布三省，分布四}余个施工点的局面。全局经营管理、专

业技术力量和施工机械等长期处于高度分散，应接不暇的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工

程局领导精力的集中，技术装备的更新改造和社会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工程局在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紧缩，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敢

于竞争。勇于拼搏，全方位开拓生产经营门路，积极承揽各项施工生产任务，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近几年来，工程局完成的施工生产产值逐年递增。1985年，完成总产值971．I万

元，1986年，总产值上升到2247．1万元-1987年，总产值达3238．9万元，1988年，总产值

3263．8万元，1989年，总产值达到3675．6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8316元／人·年。职工平

均年收入也由1983年的821元／人·年上升到1989年的2209元／人·年。全局经济基本上摆

脱困境，走出低谷，企业经济状况逐步好转．
‘

1989年11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工程局跨入江西省口省级先进企业一行列。全局

职工信心百倍，进一步强化管理，挖掘潜力．为争取工程局早日晋升国冢二级企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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