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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电力，是一九五二年崛起的新兴事业。三+多年来，水电战

线上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为铲除贫困，开辟能源，给山河

增添锦绣，使营山山河变得崔莹夺目，使革命老根据地的营山更加绚

丽生辉，历尽艰辛。全县五处发电站，装机十三台，四千七百五十千

瓦的发电机组，通过二千四百多公里的输电线路，使全县十个区、六

十九个乡镇和百分之五十六的村用上了电。改善了工业、农业及人民

群众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各，项事业蓬勃地向前发展。开创了营山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历史越是前进，事物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急需编纂一部能够

系统地反映我县电力事业全貌的《营山县电力公司志》。在举国编修社

会主x,搿I又心-j=-的盛世中，由于地、县有关领导部门和县，局志办公室

的指导，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广泛采集资料，经过整理核实，编写

校审，屡删其稿，终于就绪，铅印成书。

《营山县电力公司志》记述了从火电到水电，由小到大，精心设

计，精心施工，精心管理，讲求经济效益，发展电力事业的变化情

况。全书分概述，大事记和电力公司机构．电力建没，经营管理等

篇，共十六章，四十一节。反映电力事业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经历

的挫折失误，均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I"．-1题的决议》为准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存真求实，作了客观的

真实记述。同时，按照编纂地方志的要求，力求既合志书体倒，又能

出新，突出时代特点和地隽．．簿11敲在文字上讲求筒明朴实，通俗募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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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图并茂。出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资料散失，残缺不

全，加之我们对编写志书的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

者批评指正，谨此为序。

譬

《营山县电力公司志》编写领导小组组长

僚贸交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凡 例

一，编写《营山县电力公司志》(简称：本志)，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均决议》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照四项

基本原则，用膏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实事求是地反映营山县

均电力事业的发展和管理，为进一步搞好电力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二、本志采取事以类从，以事系时，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的安排

篇章。金志分上中下三篇，计十六章，四十一节，共七万三千多字，

用语体文记述．全志以文为主，适当插入图、表、照片。

三、本志取事断限，上限自一九ti=．z-年建立火电厂起，下限至一

九八五年底止，共三十四年的历史记载．

四、本志引用资料均加引号，公社和区一律采用原名，必要时在

括号内注明现名。

五、为争取文字简明扼要，凡报章杂志刊登的有关营山电力发展

和管理的重要文章以及本县人民政府出的有关电力管理的重要通知、

通告，具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一律列入附表．

六、本志中所用的数字．习惯用语中的数字，一般用汉字表示；

统计性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引用文献中的数字，一律忠实于原

文：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人名书写，直书其名，必要时加以职称，坚持不为生人立

传．对在电力事业上与事有联系的人，在有关章节内以事系人，叙述

其事．



八、本志的资料来源，大部份来自电厂和水电局的档案，郝份采

用亲临其事人员的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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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营山县从未有过电能。县境内的仪陇河、消水河、流江河

上，虽有水能资源，但由子阶级社会的局限，均未被利用。有史以来的营山人民都是依靠

松盟、油灯照明，利用木、石工具进行农付产品加工和车水戽水种田。民国时期，沿掰的

滩头急流之处，仅有少数几处水磨、水碾和筒车，简单的利用水能加工、提水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营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川北人民行政

公署胡耀邦茎任的支持，于1952年10R建立起一座装机80千瓦的小火电厂，供县城人民照

明，开戗了营山人民利用电能之始。1956年至1958年间，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对全县的

小溪河流进行规划，兴修了一批装机几个到几十个千瓦的小水电站，开始利用水力发电，

总计建成50处，装机444．3千瓦，供附近场镇或农村照明．这批小水电，在经营管理上

只使用，不作更新改造的长远打算，至1977年已先后全部停止发电。1958年县上在仪陇河的

倒鱼滩，建成了一座装机一台，124千瓦的水力发电站，架线输电至营山，取代了县城原

有的小火电。1963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以机电提灌为主，提蓄结合，综合利用"

的水利建设方针，电力提灌激增，小水电站建设也因之而迅速发展，县上的骨干水电站

——陡坑电站就是为了解决提灌电源，子1965年建成投芦的。同年将原倒鱼滩电站装机改

建为2×250千瓦，并开工了照珠电站。县上的电站建设，刚刚走上有计划、有步骤的轨

道，可是4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动乱，电站建设无一成就．粉碎“四人帮”之后，装

机2 x 500千瓦的照珠电站才正式投产．消水河上的门坎石电站，仪陇河上的安固电站亦

相继建成。1981年陡坑电站扩建完成，增加装机1250千瓦．至1985年底止，全县已有小水

电站五处，装机十三台，总容量4750千瓦，全县并网运行，年发电量达1600多万度。随着

发电能力的增加，10千伏输、配电线路已达598公里，35千伏输电线路42公里，380伏及以

下低压线路1842公里，全县形成一个自发自供的独立电力网络。1973年全县10个区都通了

电。1977年实现了社社通电的愿望，至1985年止全县农村已有56．6％的村用上了电，用上

电的农户达44，550户。

随着全县电力的发展，电力管理机构亦相应的发展和健全。火电厂时期，业务仅及县

城，金厂20人管理发、供、用电。1959年倒鱼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当时。中心水电站。的职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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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7人，除管理倒鱼滩电站发电外，并负责县城、新店场镇的供电。1965年睫坑电站建成

与倒鱼滩并网运行，除发电站增为两处之外，由于倒鱼滩系统和陡坑系统电灌站的陆续建

成，供电区域新增加绿水，小桥、骆市三个区，原来只有城镇供电的业务伸向了农村，因

此，撤销“中心水电站”建立“营山县电厂”，职工增加至71人。此后照珠、门坎石和安固

三个电站投产，全县区区、社社(乡)通电，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职工队伍不断增加。

1985年改“电厂捧为口电力公司"。至1985年止，全公司共有五个发电站，十个供电所，

一个调度室，一个修试所和一个车队，职工257人，其中。工程师2人，助理工程师

1人，技术员6人。有固定资产861·80万元。从开始发电至1985年止，已发电15833·81万

度，总收入1643·74万元，为国家创造利润616·69万元，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促进了本

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

营山地处嘉陵江与渠江分水脊上，河小源短，水量不丰，季节差异很大，根据多次勘

测规划，县内可开发的水能蕴藏量为7200千瓦左右，现在已开发了4750千瓦，可建电站的

地方九处，除仪陇河上的桑园，消水河上的思风溪，三元、弯滩尚有落差可以利用之外，

其余效益较大的五处，均已建站发电。1985年止，全县的负荷容量已达26702千瓦，为发

电装机的5·62倍。用电情况十分紧张，完全依靠自身的水能资源，是满足不了全县的用电

要求的，从1978年起郾已向邻县蓬安日购进电源400千瓦，1981年又向渠县日输入4 0 0千

瓦，但仍感杯水车薪，无济于缓和用电紧张的状况。1982年国家兴建110千伏的华一南线
路，由渠县经营山到南充，为婿决仪陇、营山、蓬安等县的用电，并在营山县城建立变电

站。县上也已在城附乡兴建了容量为2 x 2000千伏安的8 5千伏变电站．以期输入国家电

源，长远解决全县用电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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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 5 2年

4月，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来营山，在营山中学视察时，有师生向他要求用电照明·

胡主任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建个电厂。后县人民政府写了要求建电厂的报告。

8月，JIi：it行署批准营山建电厂并拨款3．75亿元(折现行币3．75万元)，县上选旧文

癌为厂址．9月27日电厂建成试车，营山县人民政府大门口亮起了营山县有史以来的第一

盏电灯。lO月1日正式投产供电。

1 0月火电厂建成，命名<臂山县电厂>，国营性质，属建设科领导．

1 9 5 6年

15月，火电厂迁磨子街瘟祖庙后面尼姑坟，即现电力公司地址．

1 9 5 8年

8月1日，营山县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倒鱼滩电站动工兴建。单机容量l 2 l千瓦．同年

1 2月2 7日建成试车。

5月，火电厂并入超英机械厂，为该厂发电车间。

8月，县委批准成立“营山县中心水电站"，地址云风街。-子1960年迁回尼姑坟。

1 9 5 9年

1月1日，倒鱼滩电站正式投产供电，取代了县城原有的小火电。

5月5日，县委组织部通知t成立“中国共产党营山县中心水电站支部”，由敬大奎

任书记。

8月2 6日，西城桥头厕所照明电线垂地，石工曹中华去解小便，碰线触电死亡．是

营山发生第一个触电死亡事故。

1 9 6 3年

7月1日，陡坑电站动工兴建。装机2×5 0 0千瓦，架设至营山县城1 0千伏线路

2‘．9公里。予1 9 6 5年5月正试向营山县城输电。同年8月1 0日剪彩。

1 9 6 4年

8月2 4日，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建陡坑电站征用会龙公社四大队土地】O．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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