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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奔腾万里，汇人渤海。河海交汇，孕

育出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1946年1月，一台12马力柴油机带动

着4．5千瓦发电机，亮起了东营大地第一缕电力之“光"，东营电力事业

由此起步。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东营电力走过了56年历程。几十年来，东营

电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尤其是东营电

业局成立以来，东营电力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02年底，东

营市境内共有220千伏变电站6座、110千伏变电站37座、35千伏变

电站145座，变电容量达460．34万千伏安，输电线路3654．06千米。

完善的供电网络，把优质的电能输送到全市每一个厂矿企业，点亮了安

谧祥和的万家灯火，为东营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证。

东营电力的历史是几代东营电力人艰苦奋斗的历史。正是那些普

普通通的东营电力工作者以对黄河口人民的深情，用自己的智慧和勤

劳的双手，描绘出这样一部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历史画卷，令我们肃

然起敬。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传统。2003年，欣逢东营市成立20周年之际，一部反映东营电力发展

历程的志书——《东营电力志》于今成书。它用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载

了东营电力发展的历史和几代电力人创业奉献的足迹。“以铜为镜，可

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东营电力

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大量承载历史的图片、文字，对东营电力的

发展历程做了详尽、全方位的描绘。纵览全书，内容丰富，融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可以说是一部反映东营电力的“百科全书”。编

写史志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东营电

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

U L／‘



在《东营电力志》的编写过程中，为了真实地记述东营电力的发展

轨迹，编写人员知难而进，全力以赴，认真开展资料搜集和采编工作，辛

勤笔耕，数易其稿，完成了《东营电力志》这部志书。《东营电力志》之所

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编纂成功，还得益于东营市史志办公室、济南供电

局、青岛电业局、淄博电业局、枣庄电业局、临沂电业局、滨州电业局以

及胜利发电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随着东营市国际化经济战略、信用东营、建

设山东省加工制造业基地“三大工程’’的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营电

力必将为东营市乃至整个黄河三角洲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仅书片言，权以为序。

东营电业局盏委书蓑i竺季森
2002年11月18日



凡 例

一、《东营电力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东营电力发展的史料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编写出的专业志书，用以记载

和反映东营电力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记叙空间范围，限于2002年底东营市行政区划内东营电网，包

括东营电业局，东营区、河口区、广饶县、垦利县、利津县电业局所属的

电力设施，以及胜利油田在东营市境内的主要电力设施。因资料搜集

和记述范围所限，胜利油田采油系统配电网络、临盘油田电力设施不做

记述。

三、记叙时限，上限起于1946年1月，下限止于2002年底。

四、采用志书体例，横排门类，纵述始末。按篇、章、节、目结构编

写，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精炼、准确、朴实、流畅，并附有图、表、记、

录等。全书共计40．5万字。

五、本志书为电力专业志。主体部分以生产力为主线，按先生产力

后生产关系排列，共有发电、电网、供电、用电、农电、安全生产、企业管

理、多种经营、职工队伍、党群工作、人物等11篇。全志书卷首(东营电

网地理接线图、照片、序、凡例、概述)、专业篇(11篇53章)和卷尾(大

事记、附录)3个部分组成，其中专业篇采用记述和图表相结合的方法，

做到归属得当，排列有序，便于查阅。

六、采用公元纪年，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

公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小数一般保留2位；计量单位

和符号，采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

单位的命令》中规定的标准，个别遵从历史习惯。

七、考虑到东营电业局更名为东营供电公司的时间和本书的记载

下限接近，故在更名之后仍以“东营电业局”记载。同样，对于县区供电

乙)



公司，除机构沿革给予记述外，其他部分均以“××县(区)电业局”

记载。

八、编写第一手资料均由基层单位提供，补充的资料分别来源于档

案室、采访记录等。统计数据以档案室保存的历年统计报表为准，统计

报表未统计的，则以有关业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

九、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的形式撰写，按时

间先后顺序排列，力求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反映东营电力发展的

过程。

十、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东营电力企业负责人和先进模范

职工仅作简要介绍。将受市级部门以上单位表彰的电力职工名单记入

附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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