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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IJ 百

甜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一临沭县电业志》，是在临沂电业局和县史志办明

具体指导t帮助下编纂而成的。它较系统地记述了临沭

县电力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电力事业在国民经济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部较好的史料性著述e为广

大电力用户、读者、各界人士了解本县电力事业的发展

状况，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借鉴；同时，又是对青年职

工进行教育的好教材。

本志记述了1952年至1986年临沭县发电、供电、用

电、企业管理、职工队伍、党群组织等各方面的历史状

况。全书采取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的方法，专设了大事

记、尉记；力求纵横交错，专业特点突出；既能将老一

代电业职工的辉煌业绩彪炳于册，又能启迪后人开创未

来。

这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南，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坚持广征博采，追根溯源，孤证不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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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力求文字严谨朴实、简洁。对于保存史料文献、稽

今察古，治理企业将会有所裨益。

本志在编纂期间，曾得到上级领导和兄弟县、市电

业部门及本县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由于编纂人员仓卒上阵，初次进行此项工作，缺乏

经验，再加资料不全，虽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帮助、指

导，但终因笔者水平有限，文中谬误在所难免。敬请领

导、专家及知情人士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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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时间上限1952年，下限1986年。

二、-本志采用先类后项，横排竖写，略古详今法5

按编、章、节、目结构编写。

三、本志采用记述文体，并附有图、表、照片。’

四、本志中数字，两位数以上的一律采用阿拉伯数

码表示。

五、本志对历代政权不加政治性评语；记述人物不

加褒贬之词。

六、本志按生不立传的规定，未设人物传，只把先

进人物的事迹、称号以录的形式记入有关章节。

七，本志因限于篇幅，对资料来源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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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临沭县位子鲁东南，东径118，26，-～～118048■北

纬34。407～～35。06，。东南与江苏省赣榆、I东海两县接

壤，西靠临沂市，北依莒南县，西南与郯城县毗邻。全

县东西宽约31公里，南北长约46公里，总面积1c}38．1平

方公里。 。

●

1941年l隘沭置县，辖9个区；1945年辖10个区l

19'56年3月临沭县撤销，所辖区分另lJ划入莒南、临沂、

郯城三县。1961年8月i20日，l晦沭县恢复，’辖9个区；
1 年辖个镇，1 3个公社， 年5月改社建乡，辖

．6．镇981乡．+1 个村庄， 个自1然98村514 550 618 。至19岛6年底，全

县总户数128609户，．总人口535777人。其中乡村，户数

1250’53户，总人口512987人。

境内大部地处鲁东断块，沂沭断裂带，纵贯全境。

南从石f榷北至青云乡长约40公里，历为强震带，有记
载的七级以上地震达五次。1668年曾发生过8．5级大地

厨，史称“旷古奇灾"。

临沭县供电局位于县城正南，济(南)、新(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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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南侧，东与县建筑公司相邻，北与县农业机械制修

厂隔路相望；总占地面积约5216平方米。院内环境清洁

幽雅，道路两旁分别设有三处花坛，月季花、鸡冠花争

姘斗艳，花香四溢，主楼四层座南朝北矗立，东西两侧

各建有二层辅楼，巧妙地组成三合式庭院；主楼前设

有两座假山，东侧辅楼设有招待室、锅炉房、浴池及职

工食堂和大、小餐厅，西侧辅楼设有车库、卫生室、俱

乐部。职工之家等。‘整个庭院布局初具花园式‘企‘业规

模。。II}86年被县委，县府授予“文明单位”的光荣称

号。． ．

。’

临抹县电力事业发展历史较短。‘1949年4月，导沭

整沂工程指挥部驻临沭县陈巡会，用-II,型发电机发

电，用．于I机关照明、：会议用电等。至此，临沭地方从历

史上点亮了第一盏电灯。1952年县委购进一台手摇发电

机，带一只喇叭讲话，此为临沭县使用电能的开端．o随

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对用电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1963年临沭县政府决定在县城驻地筹建一个小型柴油发

电厂。当时民谣： “夏鹰街，稀拉松，。满条街上两盏灯·

昏暗不明冷清清”。是对临沭县电力现状的真实写照。

为了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县水利局分别于19716年和

1980年建成了龙潭水电站和井店水电站。

’1968年开始筹建郯城803矿一临沭朱果35千伏输变

电工程，1970年4月26日，临沭县第一个35千伏变电

’站一一朱果变电站建成投运。解决了县城工业和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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