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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常根泉 丁科忠

我国历代修志，可说延绵不断，然而编写一个地区供电局专业志则是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又一新事物。《赣东北供电局志》脱稿成志，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历史悠久的方志史册中又增添了一朵奇葩。

本局供电辖区分布在上饶地区，鹰潭市、景德镇市的十余县中。这里有世界

著名、中国之最的德兴铜矿；有凝聚着八十年代世界新技术的贵溪冶炼厂；浩瀚

的波阳湖象一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赣东北大地上，使其成为鱼米之乡。作为输

送动力与光明的使者——赣东北供电局绐赣东北这片革命老区带来新的生机

与朝气。

通观《赣东北供电局志》稿，它不仅反映了二个电力企业发展的全过程，更

主要的是通过它反映了一个地区工农业发展的全过程。

纵观本局发展过程，建局之初，本地区工业建设刚刚起步，电网零乱，年售

电量仅12。806万千瓦时，至1978年八年间，虽统一了赣东北电网，但年售电量

仍只有31．702万千瓦时；而至1987年十年间，年售电量增长了327 oA，达

103．784万千瓦时．形成以110千伏网络为主的电网。

是故，《赣东北供电局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秉笔直书，较真实地揭

示了本局建局十八年发展之规律，记载了老一辈新一代电业职工创业开拓之历

程，基本达到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为本局今后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

本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之原则，本局于1982年根据上级指示，

组织人力，开始着手编纂《赣东北供电局志》，后曾一度中断。1986年又重新成立

编委会，继修本志，搜集资料，试写长编，总体编纂，历时三载，数易志稿，终于使

其成书问世。身为领导，手托二十万余字的志书，深感其编志工作之艰难，但欣

慰的是，作为赣东北供电局第一部志书能尽快诞生，权作对全体编志人员最好

的酬劳。

《赣东北供电局志》虽经多次修正，但不可能是完璧无瑕，成书之后，望读者

及后人匡正。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在资治、存

史、教化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记述时限，上起1970年建局，下迄1987年，个别事件的记载，时间适当

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以公元纪年，《赣东北供电区历史办电琐记》1949年以前，同时括注

民国年号，具体月、日均为公历。

四、志书中时间和专业名称前的数目均以阿拉伯数字表述。称谓除引文和

专用名词外，均以第一人称出现。

五、全志按电力生产特征和本企业的活动情况分类设章，力求事以类聚，横

排竖写。以述、志、记、录等体裁保存史实，记述本局发展的全过程，并以图表和

照片作为补充。照片集中冠于全志之首，便于一览本局概貌。图表则分别附在各

章节之中。全志共有九章三十九节。节下设目，以黑体字为记。个别目下设子目

录，以数字序号加以标示。此外，前有目录、序、凡例和概述，后有大事记、附录、

琐记和编志始未。

六、建局纪实，政治运动，局级领导名录和获省以上先进集体、个人名录均

在“大事记”里记载。不再另设章节记述。

七、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按照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本局人物活
—·’

动。

八、机构、职务等名称，概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常用地名和组织机

构名称，除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赣东北供电局

委员会，简称“局党委”等。

九、为突出电力和社会的联系。遵“详异略同”原则，电网建设章主要以电压

等级划分。整体记述电网建设的发展。变电与送电不予分割，除重点枢纽变电站

和联网变电站以及骨干线路单列记述，其余变电站和线路均列表附在各节文

后。

十、“线损管理”是一项综合管理工作，涉及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建局后

一直由用电部门负责牵头，故在“用电章”里设节总体综述，后附表补充，具体管

理内容则散见各有关章节。

十一、本志“经营管理"章指其狭义而言，仅包括人、财、物的管理，不含用电

经营。

十二、“党群"章里的“党’’专指中国共产党，不含其他党派。主要记述本局党
委直辖部门和工会、共青团、武装部、保卫科所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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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志资料主要来自本局留存档案和机关各部门及基层各单位提供的
局志资料．引用时除重大问题外．概不注明来源；采用旧档、报刊、口碑等资料·

则随文标明出处．裨助后人考证。个别较生癖的专业名词术：I．在其后括注·亦

不单独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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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赣东北供电局1970年创建于江西乐平县，是南昌电网的组成局，担负着乐

平、万年、德兴、余干、波阳、弋阳、横峰、婺源、贵溪、铅山1县境内工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的供电任务。十七年来，供电量迅猛增加，特别1985年起开始以20％

以上的增长率大幅度上升，至1987年，年供电量增至10．4亿万千瓦时，在全省

供电企业中名列第三。全局平均负荷12万千瓦．主变压器装见总容量47．0，I万

千伏安；固定资产．誊值6664万元；年销售收入9220万元。供电范围内，市镇居民

普遍使用家用电器，农村90％以上的乡村通上了电，农业电力排灌的普及，基本

摆脱了旱涝天灾对农户的威助；两千千瓦负荷以上的大宗工业用户有12户，最

大用户德兴铜矿最高负荷4．5万千瓦；供电区工业总产值达17．47亿万元。工业

度电产值1．35元／瓦时。

建局前．各县电业自成体系，发供111合一。1964年．随德兴铜矿采掘业兴起

而配套兴建的乐平电厂投运后．与景德b‘；．付电厂、35千伏弋阳变电站和110

千伏珠湖变电站先后并联，一个以乐平电厂为辐射中心，连乐平、德兴、波阳、余

干、万年、弋阳、横峰、景德镇7县1市为一体的赣东北供电网络初具雏形，并经

110千伏梅庄变电站并入南昌电网，但重发(电)轻供(电)不管用(电)的弊端日

渐显露，发供电合一的体制难以适应供用电事业的迅速发展。1970年6月1口，

以乐平电厂、波阳电厂和景德镇里村电厂三厂供电范围为基础的赣东北供电局

正式成立。

此后，乐平到塔山通万年，万年到余江，弋阳到永平通贵溪，贵溪到永平通

余江。景德镇至德兴铜矿．德兴铜矿至婺源的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相继建成投

运。1976年和1984年．景德镇电厂和贵溪电厂先后发电，赣东北供电区兼有乐

平、景德镇和贵溪电源，鹰潭、上饶两地方电网也同赣东北电网先后联网，电网

复盖面扩大到铅山、贵溪、婺。j三县和鹰潭、上饶两市。至1987年，以lo座110

千伏变电站和16条592公里110千伏输电线为主干，11座35千伏变电站和12

条210公里35千伏输电线为分脉，构成的赣东北多重环形供电网基本形成。网

内10千伏以下的配电系统四通八达，分向各类用户供电，组成了强大的赣东北

地区供电体系。地区运行方式的选择性和供电可靠性显著增强。

赣东北地区南东、北东边缘山岭环绕，中部丘陵广布，西部滨湖平原开阔平

坦，整个地区山溪河港交错，小水电星罗棋布。到1983年，万年、弋阳、铅山、横

峰、德兴、婺源六县小水电都先后与赣东北电网并网，装机总容量计74495千瓦。

1987年总发电量达17195万千瓦时。其中最大的德兴双溪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1 1250千瓦，最大单机容量为3750千瓦。小水电密切配合调荷调峰，促进了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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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电网的灵活调度，电网的谐调功能得以改善。

丰富的赣东北地下矿藏，形成供电地区独特的用电结构。建局前后，煤、磷、

硫、锰、钨、铜、铅、锌和蛇纹石等矿产相继开采，内迁工厂日益增加，除波阳、余

于、万年滨湖平原区以85％以上的农用电为主，其余地区工业用电比例都达

75％以上。70年代中期以来，化学工业和建材工业崛起，以铜为主体的有色金属

工业发展更是迅猛。至1977年，以陶瓷工业用电为核心的景德镇供电区划出单

立成局，赣东北供电区年工业用电比例仍占77．68％，用电量达2亿多千瓦时，

相当于1971年全区年总用电量，其中煤炭、建材、化学和有色金属四种工业又占

整个工业用电比例的78．2％：80年代初期，永平铜矿和贵溪冶炼厂先后投产，有

色金属工业用电开始大幅度增长。至1987年，有色金属工业用电量已占地区总

用电量的44．89％，达46600万千瓦时。铜业的发展促成了电业的兴起，电业的

发展促进铜业的生产，两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供电范围的扩大，供电量的增长，促使赣东北供电局诸环节相应变革。17

年来，虽围绕“安全、经济、多供、少损"，经营几经调整，但1978年以前，鲜有成

效。供电生产章则不全，制度不严，送变电事故频频发生，线路损耗率一直在

10％徘徊，电费综合回收率平均只有85．2％。

1978年以后，各部门相继去旧弊陋习，实行经济奖惩，开辟管理新路。汽车

队首行“单车考核奖励"，每百公里油耗和维修材料费大幅度下降，开省电力系

统车辆经济管理先例；在全省带头颁行“买票用电办法"，用户凭票用电，供用电

双方签订合同．清收旧欠电费与买票用电紧密结合，历年电费回收难题基本解

决，摆脱了企业资金周转常常陷于困境的局面；用电管理对内改变只查用户，不

督自己的旧法，职工用电封表建卡，照章收费；x,t)t-突破关系网，清理无卡用电

户，处理特殊关系窃电户，线损率显著下降，利用经济杠杆，强化计划用电，对企

业用户．溶技术措施、行政干预和经济手段为一体，实行“超计划用电加价"，峰

谷分段分时，分别计价考核；对农村实行“农业和乡镇工业定时、定量、定价供电

和生活照明轮流供电"，安装分时计度表，按时算价记费，计划用电与用户经济

利益直接挂钩，葩用．超用电的混乱局面得以改变，成为全省典范。供电生产全

面落实经济责任承包，促成生产任务保质、超量、省时完成。

1985年后，送变电事故率都低于部颁标准，供电生产分别创197、193、256

天安全运行无事故的好记录；线路损耗率平均为2．75％；电费回收年年结零；对

用户无计划拉闸限电平均比前三年同期减少71．8％，社会节电8727万千瓦时，

供用电双方都获得较好的综合经济效益。

17年来，职工人数由建局初的456人增加到878人，职工历经文化补课、初

中级技术培训、青年工人系统政治教育、干部系统理论教育和职大、电大、函大、

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多层次的进修学习，整体素质起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至1987年．整个职工队伍有党员220人，团员204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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