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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木坪电厂志》是在党中央发出膏盛世修志一的形势下遵照湖

北省电力工业局党组关于编纂地方和行业志的有关指示精神，在松木

坪电厂党委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协作配合以及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和大家见面的．

《厂志》编纂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

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找出本厂发展的历史的脉络和特

点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

《厂志》的编纂，是一次深刻的调查研究；是历史的再现，是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详今

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一和“观点要明确，材料要真

实，重点要突出，数据要准确，资料要齐全，叙述要清楚一的编纂原则

和工作方针指导下，在探索中迈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查阅、收

录、采写了较大量的文书档案，口碑资料、统计资料几十卷约200万

宇；搜集和摄制照片100余幅。经过弃粗取精的排比、筛选、补充、

校订、整理各类单项和综合性文字和图表资料30余种，为《厂志》的

编写提供了素材·

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从一九A．--年下半年开始，于一九

八三年初基本告一段落，并转入试写·在试写过程中，对原篇目作了

适当调整，一九A-年底试写稿基本完成。根据一九八五年三月全省电

力系统厂志审稿会议提出下限时间的要求，在试写稿基础上增补了一



九A--年至一九八四年的有关内容，同时对原篇目作再次调整．全稿

采用事以类从、类为一篇的一级平列法，设章，节、目三层，以横写

为主(即以事为经)，纵向展开．保持了事件的连续性·以达到轮廓

清晰之目的。

《厂志》编写时，注意了历史过程的记载．忠于事实，避免空发

议论．政治运动，根据膏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未列专门章节记述，特

别突出的在大事记中反映·

修志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

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因此《厂志》送审稿中疏漏、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敬请行家里手，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指正．

一九八五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况

松木坪电厂位于鄂西南的松滋县西部，东北距松滋县城新江口镇

42公里，南距刘家场镇4公里。北距宜都县枝城镇25公里，距松

木坪镇6公里，座落在松滋县刘家场镇和平大队(一九八四年大

队改名为河田坪村)境内．厂区四周环山，尤如一个小盆地，洛溪河

和干沟河两条溪流自北向南横贯厂区并交汇一起，为建厂初期发电及

生活用之主要水源(后因自然条件改变和水质变化而放弃)·生产区

设在溪流以东，生活区设在溪流的东西两侧，占地面积(含荒山、坡

地、．河流面积)360，000平方米(540亩)，其中房屋建筑面积73，000

平方米(110亩)，道路和桥梁铺设总长度5，000米，面积30，000平方

米(45亩)·生产区域海拔平均标高154米，主厂房零米标高159米·

金年主导风向为南北，冬春季多北风，夏秋多南风·地质地貌可分两

部分：靠主厂房西北面为亚粘土兼石灰岩，含少量高磷土，民谣称为

?-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一，且这里溶洞复杂．厂区东南面，即主

厂房区域，表面为白山土兼软石(又叫分化石)，次兼坚石基层，地

质稳定·厂区西北面群山矗立，地势险要，矿产和煤炭蕴藏量比较丰

富，松宜煤炭矿务局十余个矿井均分布在这里．电厂燃料则以该局所

属昧家河，尖岩河、庙河所产低值煤为主，辅之以鸽子坛，石家湾、

坛子口、背洞湾等坑口低值煤。平均发热量为3，500大卡／公斤，其

最低发热量为2，800大卡／公斤(一九七三年)． ：’’

松木坪电厂地处鄂西南，为松滋、宜都两县之边沿，为刘家场和

松木坪两镇之中旬．一九五八年前这里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山多，



地少、无厂、无电，路不通、车不行，羊肠小道，人挑肩扛，当地民谣。

“七里干沟，五里坪，三里陡坡爬死人一．可见山高路遥道难行的情

景。一九五九年四季度河田坪电厂第一台2，000千瓦发电机组在这里

建成发电，第二台和第三台各1，500千瓦发电机组相继投入运行·煤

矿，军工厂、水泥厂、磷肥厂、矿区铁路十几家企业先后在这里兴

建，到一九八四年，刘家场地区城镇居民和工矿企业．商店职工达四

万余人，经济、文化初步得以繁荣·
’

松木坪电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由国家计委(66)计燃字628

号和湖北省计委(66)鄂计基字第961号文正式批准兴建。由中南电

力设计院根据水电部(66)水电计系字第255号文精神进行设计(工程

代号定告、匆酉戈一)，遣r工作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进行，一九六七

五月七日破土施工。第一期工程由湖北省电力工业厅基建局第一工程

处，湖北省建筑二公司第五施工队负责安装和土建·经湖北省革命委

员会生产指挥组工交小组(69)鄂革产工字第240号批准概算3，311．5

万元，施工中相应增加了一些偏远山区必须的生活服务设施，经设计

单位核准，修正概算投资为3，450万元。实际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

年国家预算拨款3，330．8万元；省水电局拨款65万元；省水电局直拨

一处机械费53．1万元；省水电局直拨铁路费80万元；共累计拨款

3528．9万元，到一九七三年底，实际完成基建投资额为3456．7万

元。其中构成固定资产价值支出3，045万元，应核销其它支出411．7万

元。大型临建支出66、6万元。到一九八四年末基本建设实际完成投资

额3，630万元，第一台25，000千瓦机组，一九六八年进入土建高峰，

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基本建成，投入试运行，一九七一年底

正式并网发电。第二台25，000千瓦机组，一九七二年八月开始抡建，

同年十二月建成发电，两台机组至全部移交生产，历时五年余．



‘松木坪电厂从基建到一九A．I丕／年，领属关系几经演变：
’

一九六六年成立。湖北省松木坪电厂筹建处一，由湖北省电力工

业厅领导。

一九六九年元月十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鄂革产(69)
025号文批转工交小组《四六一工程建设会议纪要》：撤销。松木坪

电厂筹建处一，成立膏湖北省四六一工程指挥部一；明确由荆问地区

革委会为主和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交小组双重领导·

一九七一年湖北省四六一工程指挥部由湖北省水利电力局和荆

州地区革委会双重领导。

一九七二年后由荆州地委和湖北省水利电力局双重领导。

。：二．九七三年党的关系由荆州地委农村政治部直接领导；业务关

仍属省水利电力局未交，直到一九七六年初·

， 一九七六年下半年，水利电力Ⅳ分家一，电厂领导关系由原荆州

地委农村政治部移交荆州地委工交政治部；工交政治部又授权给荆州

地区电力局· ．

．一九七九年八月，业务由湖北省电力工业局收回领导，党的关系

属荆州地委，干部调动由地区人事局负责办理．

一九八O二月后，为便于加强干部管理，省电力工业局除保持-2

我厂的业务领导关系外。另将干部调动权从地区收回，党的领导关系

仍属荆州地委。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对外正式启用_松木坪电厂，印章，领

属关系保持原来不变．

松木坪电厂到一九八四年末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446万元，

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3，129万元，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有：上

‘汽产31～25—7，武汽产N25—35—1汽轮机各一台；上锅产130一

． ·8·



39／450锅炉两台；上电产TQ C一2汽轮发电机两台；ZLl05--3000

励磁机两台；沈变产SFPSL--50000／100，主变压器一台；西变电炉产

SFSL--31500／110主变压器一台。主要运行线路,110千伏系统运行有

四回l松32(松宜线)，松木坪电厂至宜昌；松38(松南线)，松木坪

电厂至公安、石首县；松34(松新线)，松木坪电厂至松滋新江口；

松37(房路)，代32、38。35千伏有两回：松21(松坪线)，松木坪电

厂至松木坪，松23(松河线)，松木坪电厂至河田坪．蓄灰量150万立

方蓄灰场一座；容量15，000吨干煤棚一座；维修和加工用拥有金属切削

机床、台钻、砂轮机及锻压设备47台；各种载货、载客汽车15台(不含小

汽车)，按装机容量的可调小时计算，年发电量、耗原煤量．工业总产值

分别可达4亿度，40万吨、2，600万元；每年可为国家提供利税l千万元·

松木坪电厂一九八四年末，全厂在册职．．T_833人，其中直接参加生

产的工人536人，学徒14人，占全部职工总数的66．03叻；工程技术人

员40人，占全部职工总数的4．8呖；管理人员71人，占金部职工总数

的8．52叻；服务人员152人(包括学校教职工和商店等社会性服务人

员)，占全部职工的18．25呖，其它人员20人(包括长期学习、长期

病休人员)，占全部职工的2．4％，全厂非直接参加生产第一线的职

工占33．97％．

在全部职工中，男职=K546人，占65．55％；女职工_287人，占

34．45％。

’ 在全部职工中，党员158人，其中女党员29人，占1 8．3呖．在党

员中，知识分子党员29人，占全部党员总数的1 8．35叻．

在全部职工中，车间科室行政管理专业工程技术、业务人员

1 84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工程师20人，技师3人，助理工程师15

人，技术员16人，教职员7"41人，幼师2人，医护人员13人，其它行



政干部74人(包括统计员、会计员8人)．

在行管、工程技术、业务人员184人中，党委正副书记2入，顾

问1人；正副厂长4人(一名待调)1分场正副书记，主任20人，科室

负责人23人，一般工作人员135人(包括教师、幼师、医护人员等)．

在行管、工程技术、业务人员184人中，大专文化程度43人，占

23．42叻；中专文化程度72人，占39．13％；高中和技校文化程度22

’人，占11．95％；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47人，占25．5％。

松木坪电厂行政、生产、管理机构，目前还处于改革和进一步完

善之中，金厂设汽机，锅炉、电气，热化，修配、燃料六个分场；设

厂办公室、值长室、生技科，材料科、劳资科、财务科、行政科，教

育科，保卫科、基建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纪律检

查委员会，工会，团委等十六个职能科室；另设子弟学校和一个综合

服务公司(包括劳动、生活，制氧三个分公司)·一九A--年以来，

电厂重视智力、人材开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为生产和兄弟厂

培养、输送了一定数量的人材． ．

松木坪电厂文化福利设施已初具规模，职工生活有较大改善·现

有小学、中学、高中综合性学校一所，教职员3240人，学生400余人I

卫生所、理发室，幼儿园、制冰房各一所；1，020个座位电影院和500

平方米工人俱乐部各一座；粮店，银行、邮电所、副食百货、饮食商

店分布全厂，常年为职工生活服务·

电厂投产十三年来，共实现工业总产值22，537．93万元；为国家

提供税金1，086·4万元，‘利润8，214．8万元．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

实现利税3，880万元，投产六年后，投资得以全部收回．

电厂投产十三年来，累计完成发电量346，737万度，占计划数的

106·7％．年平均发电量26，672万度．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各年



发电量分别提前103天、83天、38天、35天、38天、40天、25天，67天

完成年计划。一九七八年为电厂发电以来的历史最好水平·年发电量

达37，892．2万度，完成该年计划的114．83叻。此后，因受水源和系统

调峰等因素的影响，发电量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年平均下降绝对值

7，600万度·

厂用电率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平均为9．83％。其中一九七二

年为8．7％(机力塔风机未投入运行)，系历史最好水平．以后逐年上

升，至一九七五年为10．23％．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在9．36％一

9．82％之间趋于稳定．一九八一年后又有所回升，其根源仍是水的问

题所致．

供电标准煤耗率，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上级未下达具体计

划，实际完成625克／度。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计划供电标准煤

耗率平均为560克／度，实际完成平均为548克／度，比计划平均下降

12克／度。其中一九八。年为535克／度，达历史最好水平·一九八

三年回升至550克／度o

供电单位成本，一九七二年实际为47．49元／千度，一九七三年

上升至58．64元／千度。一九七三年以后逐年下降，至一九八O年的

30．77元／千度，比该年计划每千度减少4．29元，为历史最好水平。

因煤炭涨价因素，一九八四年又升至46．06元／千度。

每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一九七二年为6．78元，上升至一

九七四年的12．59元。自此以后，逐年下降，至一九八。年的5．48元。

达该项指标的历史最好水平。一九八四年回升至6．99元。

电厂历年都能较好地完成主管局下达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计划，

个别指标已接近和达到国内同类型电厂较好的水平。

松木坪电厂为确保机组安全经济满发，针对设备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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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技术革新、改造、挖潜活动。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共实现320项

技术革新，受到国家、省电力局、厂部奖励的有135项。 ·一号炉除

尘器改为文丘里水膜除尘器·、 搿粉煤灰造田一， 一活性炭吸附法排

烟脱硫中问试验◆获得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技成果奖o ．

松木坪电厂的建成投产，为缓和鄂西南地区膏三线，建设，工农

业生产严重缺电局面；调整水火电比侈i『；电网调峰；保证电力系统运

行安全作出了一定贡献。
。’

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选厂工作的失误，是我们所要吸取的主要’

教训之一。电厂建于此地，其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是建成坑口电站，

吃掉松宜矿务局在陈家河、尖岩河、石家湾、朱家沟四个坑口的低质

煤，按该矿当时生产计划，四个坑口到一九七三年，年产量共达40万

吨，’煤源集中且运距短、投资省，减少松宜矿务局煤炭的外运量。从

这一点出发，经济上是合算的。二是从战备的需要，立足一个膏打一

字，’。要准备打仗一。并提出了-靠山、隐蔽，分散斧的六宇方针j

由于指导思想的局限性，目光短浅，对事关重大的如自然资源，特别

是水源，经济发展、交通状况、人文地理、群众生活等问题缺乏深思

熟虑和认真考究，使后来的选厂工作遭受挫折和失败，给生产造成极

大困难。 ’‘
·

松木坪电厂是洛溪河与干沟河两条溪流汇集之地，据当时水文调

查，洛溪河枯水季节最小流量为0．13，一般为0．26，平均每小时约

1000吨，可满足10万千瓦电厂的补水需要。近几年来因煤矿坑道纵横交

’错，洛溪河水量大量渗入地下坑道，使河床四季处于干枯状态，干沟 ．

河水源因与硫铁矿和煤矿坑口排出的工业废水混合，使水质受到污染’

和破坏。个别矿物质含量超过国家标准29倍之多。洛溪河水量减少和

干沟河水质变坏，使电厂生产，生活受到威胁。为了求生存，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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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全厂职工土法上马，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在洛溪河下游与干涸河汇

流处前拦河筑坝，拦住洛溪河上游来水，用水泵抽入使用。但又因河

床累积淤塞，耗电量和水量损失较大，而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一九七

九年利用干涸河至电厂的自然落差的有利条件，修筑了一条长1，600

米的引水渠，使干涸河水自流进厂，于一九八O年初投入使用，通水

量为l，200—1500吨／小时，保证了电厂短期的太‘全经济运行。后因

水质恶化，该渠同年十月停用。至今仍以幸福渠供应为主，水源紧

张，乃多年来电厂一大难题，枯水季节矛盾更显突出。

电厂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原是同一水源。一九七九年发现水质变

坏，厂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专门班子，到宜都．枝城等地进行水

源实地调查，摸清水源分布情况。采取做山泉水池，打水井、建河边

澄清池等措施，解决临时饮水问题。一方面请省局拨专款20万元，在

厂内安装了第二套生活水管路，把刘家场水厂经过处理的文河水引进

厂，送到各家各户，解决了职工一项后顾之忧。历年来用于拦河筑

坝，建水池、引水等生产生活水改进工程实际投资达59万余元。

由于水而朝起的联锁反应是，设备出力受到限制，生产能力得不

到充分发挥，职工诸如子女入学、物资供应、文化生活、交通不便等

生活实际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仅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因省煤器泄

漏而停炉就达16次之多。#2炉系干式除尘，效率低，给周围群众和

本厂职工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

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各个角落，松木坪电厂党委正带

领全厂广大职工，学习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

针政策，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

素，化困难为动力，解放思想，扎实工作，为从根本上改变电厂面

貌，为办成具有山区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而努力奋斗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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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木坪电厂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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