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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史、修志、资政、教育、存史是一项浩繁但十

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鉴往知来。

招远电业发展史，是招电人的奋斗史o《招远电业志》凝聚了半个多

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招电人的勤劳、勇敢、智慧、力量、奋斗和追求。几

十年来，招电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有酸甜苦辣，也有

欢声笑语，从而使招远电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今天编纂的《招远电业志》就是用丰富详细的资料和无可置疑的事

实，记载了几代招电人走过的历史沧桑，在电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几

代招电人矗立一座永不泯灭的丰碑o

《招远电业志》的编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它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以生产力为主

体，重点突出，简繁得当，实事求是，是一部招远电业历史的教科书，也是

企业文化重要组成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载体，对于推动招远电力“三个

文明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

经过改革开放，招远市供电公司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

国有大一型企业，具有良好的管理素质和社会形象，曾获得“全国节电示

范县”、“高级农村电气化县”、“国家一流县供电企业”、“国家一级企业

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山东省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从另一

个侧面展示了招远电力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广大招电人为发

展招远电力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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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远电业志

为了真实反映招远电力发展史实，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各级

领导：k．Yj支持，公司各部室、单位密切配合，使《招远电业志》几易其稿，

最终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招远电业干部职工要牢牢把握形势，抢抓机遇，与时俱进，顽强拼

搏，在新一轮的发展中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招远市供电公司 经 理：

招远市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

2004年3月

尹豇#懈三缓E。，。?j}m；：



凡 例

一、《招远电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以生产力为主线，真实记述招远电业的历史和现状，以达

到资政、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本志按照志书“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体裁规范和“详今略古"

的原则进行编纂，上限起于1934年招远有电，下限止于2002年底o
。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文字力求精练、准确、朴实、流畅，志、记、

述、图、表、录等体裁形式并用，以志为主体，图表随文设计，分别插入各

章节中。共列照片207张、图表142幅。时间、文字、数字、计量单位的

使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有

关要求为标准o

四、本志按照章、节、目三个层次编写，以招远电力生产经营发展为

主线，以1965年招远电厂1号机组投运以来为重点，集中反映公司(厂、

局)成立38年来，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辉

煌成果。全志由卷首(照片、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专述(发电

建设、供电生产、用电管理、农电建设、电网调度、安全管理、企业管理、教

育培训、党群工作、后勤保障、多种产业、荣誉)和卷尾(人物简介、重要文

件辑录、后记)三部分组成，其中专述按照电力生产经营的行业特点和

2002年公司机构设置现状进行分类，采用记述、图表相结合的方法，归属

得当，排列有序，便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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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远电业志

五、本志所用资料、数据，以招远市档案局、招远市人事局档案室、

《招远县志》、供电公司档案室和公司的统计资料、数字为准，部分资料由

公司各部室、经济实体、多产企业提供，采访资料在经过筛选、考证后使

用。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所述负责人更迭情况主要是公司副科级及以上负责人，其

任职情况分列在各单位、部室所在的章节中，已撤销的单位，其负责人列

在归并后的所在单位章节中；《人物简介》主要介绍公司(厂、局)党政正

职的简历和工作简介；《荣誉榜》收录的主要荣誉则是县级及以上单位颁

发的证书和奖牌。

七、本志的地名、机构名称和企业名称，按历史沿革称谓。志中的

“省局”、“省电力集团公司"分别指“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山东电力集

团公司”；“市局"是指“烟台电业局”；“县革委会”是指“招远县革命委

员会”，“县(市)委、政府"是指“招远县(市)委、人民政府”；“厂”、“局”、

“公司”分别指“招远电厂”、“招远县革命委员会电业局或招远县电业

局"、“招远县(市)供电公司”(1984年3月后统称为公司)o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体

例，纵述公司(厂、局)历年的大事、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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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招远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已有人

类聚居。金天会九年(1131年)始置

“招远县”o山东省招远县地处山东半

岛西北部，位于北纬37005’一37033 7、

东经120008’～120038’之间，东接栖霞

市，西靠莱州市，南与莱阳市、莱西市接

壤，北与龙口市为邻，西北濒临渤海。

境内山丘起伏，沟壑纵横，为低山丘陵

地貌类，总面积1 433．18平方公里。

1992年3月2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招

远县设立招远市。2002年，全市下辖

10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1个经济开

发区，计719个行政村，总人口57．48

万人。

招远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温泉全国

著名，黄金矿床遍布全市。黄金采选业

为全市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招远的用

电“大户”，年产黄金约占全国黄金产

量的10％，2002年1月，招远市被中国

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都”。

招远是“龙口粉丝”的发源地和主

要产地，生产历史达300多年。“龙口

粉丝”弛名世界，年出口量占全国粉丝

出口量的80％，销往世界6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招远山多地薄，在惟农是业的旧中

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民不足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招远经济建设虽几经曲折，但成绩

显著。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以来，中共招远市委、招远市

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调整

产业结构，以龙头产业带动其他产业，

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外向

型经济，积极拓宽流通渠道，使全市国

民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协调、跨越式地

发展，招远市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

一，2002年居第41位。招远电力事业

的发展对全市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

“先行官”的作用，年供电量平均以

10％以上的速度递增。招远市供电公

司先后获得部级“电力‘三为’服务达

标单位”、“全国节电示范县”、“高级农

村电气化县”、“省级文明单位”、“国家

一流县供电企业”等荣誉称号。招远

电力工业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弱到

强，风雨近七十载，走过了燃油发电、水

力发电、地热发电、火力发电、电网供电

等不断探索、曲折发展的艰辛历程，经

历了招远电力的初始阶段(1934～

1964年)、基础阶段(1965～1979年)、

快速发展阶段(1980～1997年)、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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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远电业志

改革管理升级阶段(1998～2002年)。

1934年3月，招远玲珑金矿股份

有限公司(中日合办)在玲珑金矿安装

3台12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供矿区照

明，招远初始有电。1949年，玲珑矿业

公司发电所有5台400千瓦柴油发电

机组和2台7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小

型备用电动机74台，总发电容量1 340

千瓦o

1956年6月，招远县光华油厂从

青岛请来专家帮助安装1台24千瓦柴

油发电机组，供油厂和县党政机关照明

用电，这是招远电力事业的开端。从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全县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逐步提高，部分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以

及农村相继建起小型柴油发电机组。

1970年，全县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有59

家自行发电，1975年发展到66家，容

量为11 401千瓦；农村有783台柴油

发电机组，容量为7 433千瓦，623个行

政村实现用电照明。

1959年10月，招远县水利局与毕

郭公社修配厂在朱家庄村建成1座小

型水电站，容量为12千瓦，供修配厂和

周围村庄照明，1961年停运；1962年5

月，在毕郭公社城子水库建成48千瓦

水电站；1979年12月，奶子场建成1

座2台40千瓦机组水电站，1985年并

入招远电网；1981年，陈家水库建成l

座55千瓦水电站，东北冲、李家沟等小

水电站也相继建成发电。至1985年，

全县共建成水电站7座，总装机容量

335千瓦，后皆因水量不足而停止运

行。

1959年，经山东省计委批准，招远

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城关公社城西吕

家村南建设1座2台1 500千瓦机组

火力发电厂。1960年11月建设下马。

1964年3月，由冶金部批准，招远县人

民委员会投资57万元，在原招远发电

厂基础上筹建2台240千瓦蒸汽发电

机组，并成立筹建办公室，编制《2 X

240千瓦蒸汽发电机组设计说明书》。

是年6月，土建工程开始，10月进行设

备安装。1965年7月27日，1号机组

正式投运发电(1968年2号机组投

运)，招远电厂正式成立。同时架设招

远第一条3．3千伏高压线路20余公

里，向驻城区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部

分工厂及周围农村供电。1971年，电

厂机组并入黄招电网。1973年1月，

因机组标准煤耗率过高，运行不经济，

烟台地区革委会电业局决定将2台机

组停发，由龙口电厂向招远供电750千

瓦负荷。是年6月，经烟台地革委电业

局批准，招远电厂设计安装3台750千

瓦柴油发电机组，1974年，3台机组相

继投运，并网运行。由于全县工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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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用电量的增加，1974年6月，电厂2

台240千瓦蒸汽发电机组又重新投入

运行(1976年因机组老化而停运)o

1975年，招远电厂发电量达到最高峰

751．2万千瓦小时。1980年1月，烟台

电网对招远供电量增加，电厂3台柴油

发电机组停止发电。自彳亍发电的企业

也大部分停止发电，其柴油机组作为停

电备用。

1971年5月，招远电厂建成投运

35千伏三里店变电站，这是招远第一

座变电站，由龙口电厂供电，1980年1

月，三里店变电站扩建改造为110千伏

变电站；1976年3月，招远县革委会电

业局成立，8月，电厂与电业局合并；

1976年9月，建成投运35千伏邹家变

电站，1987年10月，邹家变电站迁建

改造为1 10千伏变电站，1989年10月

正式投运；1977年6月，35千伏十字道

变电站建成投运；1978年8月，35千伏

官家河变电站建成投运，1999年1月

撤销；1979年9月，35千伏蒋家变电站

建成投运；1979年10月，烟台地革委

电业局在招远35千伏十字道变电站处

新建220千伏招远变电站，1980年10

月开始对招送电，为招远电力发展提供

了良机，从此拉开招远电力事业大发展

的序幕。

1980年12月，35千伏界河变电站

建成投运；1982年5月，35于伏青龙变

1971年4月，山东省革委会科技

办投资61万元，在招远县城东兴建l

座容量为200千瓦的地热试验发电站。

1975年lO月，开始试验运行，1979年

后，发电容量稳定在120千瓦左右，年

发电量50万千瓦小时o 1981年，地热

试验电站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

奖”。1984年4月，经烟台市科委批

准，地热试验电站撤销。

电站建成投运；1982年6月，35千伏毕

郭变电站建成投运，1994年12月，该

站由原来的220千伏招远变电站单一

供电方式又增加35千伏新郭线，实现

双回路环网供电；1985年4月，35千伏

潘家变电站建成投运；1989年8月，35

千伏蚕庄变电站建成投运；1991年8

月，35千伏阜山变电站建成投运；1992

年5月，110千伏新村变电站建成投

运，基本解决招远南部地区电力不足的

问题；1992年9月，35千伏城西变电站

建成投运；1993年5月，山东省计委正

式批准建设招远热电工程，一期工程为

2台6 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95年

7月24日，1号机组并网发电，1996年

9月26日，2号机组并网发电，总投资

达到1．38亿元，对于节约能源、减少污

染，解决城区集中供热、取暖问题，缓解

招远电力供需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3年10月，35千伏张星变电站建成

投运；1994年6月，1 10千伏玲珑变电

；*；▲历鍪历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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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成投运；1995年5月，35千伏开

发区变电站建成投运；1996年1月，35

千伏大秦家变电站建成投运；1996年

12月，35千伏城东变电站建成投运，为

招远第一座无人值守变电站；1997年9

月，35千伏马连沟变电站建成投运；

1998年4月，35千伏南院变电站建成

投运；2000年8月，110千伏大户变电

站建成投运；2002年4月，35千伏埠南

变电站开工建设，将于2003年4月投

入运行。

1998年7月，根据国务院“两改一

同价”(改革农村电力管理体制、改造

农村电网、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的

决定和山东省电力工业局的部署，招远

市供电公司抓住机遇，以最快的速度制

定出农网改造三年规划，积极争取一期

农网改造贷款9 240．10万元o 10月，

农网改造一期工程开始。1999年9

月，招远市被省计委、省电力集团公司

确定为三年改造任务两年完成的县市

之一。2000年4月，一期农网改造工

程结束，先后建设110千伏线路22．63

公里，建设改造35千伏线路1．41公

里，建设改造10千伏配电线路99条

108．13公里，改造701个用电村低压

线路3 087公里，累计完成农网改造投

资1．03亿元。通过农网改造，农村低

压线损率由改造前的21．3％降到改造

后的11．8％，年可节约电量1 023万千

瓦小时。2001年4月，全市城乡居民

生活电价同为0．52元／千瓦小时，年可

减轻农民电费负担730余万元。2002

年3月，农网改造二期工程全面启动，

至2002年底，35千伏埠南变电站土建

工程结束，110千伏三玲线、庄邹线架

设全面开工，建设改造35干伏线路

29．51公里，建设改造lO千伏线路

117．45公里，改造35千伏变电站3

座，完成lO千伏线路16台分段、环网

开关的安装。二期工程贷款5 900万

元，一、二期工程合计贷款1．51亿元，

累计完成总投资1．64亿元。通过建设

改造，进一步优化电网结构，提高电网

的科技含量，供电可靠率达到99．86％，

电压合格率达到98．05％以上，城区14

条10千伏线路全部实现“手拉手”环网

供电，全市电网基本实现从35千伏到

1i0千伏的双电源环网供电，电网年供

电能力达到25亿千瓦小时，能够满足全

市20年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用电需要。

调度是整个电网的中枢。招远电

力调度自动化始建于1984年，1986年7

月，公司新建成“电力调度中心”，1987

年，在第一套常规远动系统的基础上进

行改造，建立微机远动系统。1990年，

建立标准的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1993

年11月，公司被电力工业部授予“县级

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实用化单位”称

号。2000年，公司又对调度自动化系统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主站硬件采用国内

领先水平的DF--8000系统，19座变电
站全部实现遥信、遥测、遥控、遥调“四

遥”功能，达到无人值守条件，其中三里

店等6座变电站安装图像监视系统，实

现遥视功能；公司研究开发的《县级电

网能量管理系统》获得“山东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至2002年底，公司共有热

蹙

藿}*●■曩嘲

壤一

!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