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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60年2月19口，中共中央总申'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中．f|Ijt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协

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持记曾希圣陪间F视察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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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印lO月16口，巾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在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卢荣景和省长傅锡寿陪同下视察本站。

1995年8月18日，巾共rp央政治局候补委员、fS记处书记温家宝在

安徽省副省长王昭耀、六安行署专员郑牧民陪同r==；|乏本站视察，图为晨

练时和站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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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连拱坝浇筑到110米高程，起剑拦洪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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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日F午4时，首台发电机启动并网发电。



中央控制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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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K域鸟瞰

1991年7月，水库遭遇特大洪水。图为溢洪道和泄洪隧洞同时泄洪。



九号拱泄水底孔开启为史河灌区提供灌溉用水。

联合【蚓粮农组织专家考察本站。



生机盎然的站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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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吭高歌的梅电人

生活住宅区域



雄伟的连拱坝、秀Ii|i的人工湖，使游人流连忠返

库随．一瞥



盛|瓣建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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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罱一

几经寒暑，数易其稿，《梅山水电站志》终于

在本站发电四十周年之际问世了。志书以丰富的

内容和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梅山水电站四十年来的历史演变，讴歌了老一辈

电业职工的光辉业绩和思想风范。她是站情站史

教育的好教材，同时对本站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也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这无疑是一件
值得称誉的新鲜事。

． 《梅山水电站志》在编纂中，汇集了大量的历

j史珍贵资料，特别是重新修订和续编以来，更是
l增补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从自然概况到流域

’地理；从水库、电站建设到电力生产和科学管理，
都能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体，既总结了

四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反映了四十年的曲折
道路和艰难历程。这对我们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将产生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提供了新的启迪。

《梅山水电站志》体例舍理、篇目齐全，且文



风端正，结构严谨，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史料

价值，起到了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值此成稿

付梓之际，谨向茹苦含辛、精心笔耕的编纂人员

和特约资料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支持志书编
纂、修订、出书的专家和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表示
亲切的致意。

愿《梅山水电站志》的问世，能为推动我站各

项工作的开展做出贡献。
欣然命笔，以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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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来亲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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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吾一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修

我站第一部志书，是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文化建

设工程。从大处着眼，有益当代，惠及子孙；从小
处着想，通过对本企业各个历史阶段发展全貌的
再现，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发职工热爱企

业、管好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站的水库
工程和水电站建设，都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内

完成，且为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站40年
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取得了较大

成绩，总结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
记述这些珍贵资料，为研究本企业的历史演变和

现状所必不可少。

自1984年以来，我们就广泛地发动老职工、

老干部和本站各单位、部门提供资料，对本单位
历年所存文书档案全部进行了查阅，摘录其有关

章节，分门别类建立了卡片和资料档案，同时，先
后深入到安徽日报社、安徽画报社、安徽省水利
厅、淮河水利委员会、金寨红石嘴管理处等单位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