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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华宁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民风淳朴，境内沟壑纵横，河流密布，分布着大小

潭泉630余个。享有中国泉乡之美誉，水力资源十分丰富，为华宁电力工业的发展提

供了独特的优势和条件。

华宁是玉溪市开发利用电力资源较早的县份之一，早在1952年，在美丽的南盘

江畔．盘溪恒通糖厂利用蒸汽机发电为车间提供动力，就把现代工业的文明之花播撒

在了华宁这片古老而肥沃的土地上。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华宁各族人民

与广大电力工作者一道，在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在电力建设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群ui：’强
1968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10千伏“两线一地制”线路试点县；1983年12月，

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100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并于1987年7月率先在

云南省第一个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全县实现了村村通电；2000年，被省计委列为

全省20个农村电网建设(改造)重点县之一。至2004年，华宁县并网运行的小水

电站装机容量已达24 945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1亿千瓦·时左右，年供电量1．8亿

千瓦·时。全县电网由初始时围绕小电站孤立运行，发展为以110千伏为骨架，35

千伏为辐射．10千伏覆盖全境，结构完善、布局合理的发、供、用网络体系。

《华宁电力工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手笔记载了华宁电力工

业52年的艰苦创业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将为华宁

电力工业及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这是电力

行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无疑也是华宁电力人献给完成

体制改革，挂牌成立的华宁供电有限公司的一份最厚的贺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希望华宁供电有限公司继续围绕玉溪市委、市人民政府

“三优一特”和“四矿一电”的经济发展思路，以中国南方电网大政方针为指导，建

设好、运营好、管理好华宁电网，实现电力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企业发展与员工

发展的协调，谱写华宁电力更加辉煌的新篇。

杨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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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电力工业志

序 二

从华宁第一盏孤灯出现和1952年盘溪恒通糖厂利用蒸汽机发电，从64千瓦水轮

发电机建成投产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00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之一。从35千伏

顶寺变电站的竣工到110千伏华宁、盘溪变电站的建成，从不足20平方米的供电所

到12 113平方米的电力综合大楼，华宁电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的历程，发展成为集电力建、管、发、供、用和多种经营为一体的县级大型国有企

业，为华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发挥了光和热，做出

了重大贡献。

鼎露 适逢盛世，众手修志。翻开《华宁电力工业志》，每一页都凝聚着华宁电业几代

职工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记载着他们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昭昭业绩。为继承和

发扬华宁电力业绩，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有必要把华宁电力工业发展历史。经验教

训如实反映，“以史为鉴”，认真加以总结，将对华宁电力工业未来的发展与改革带

来更多的启迪和思考，亦必将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真正起到“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

《华宁电力工业志》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简洁的语言和朴实的文字。再

现了华宁电力工业的发展轨迹，对“服务当代、惠及后世”，促进电力工业持续发

展，具有借鉴和实用价值。它的出版，无疑是华宁电力行业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

此表示庆贺，同时向所有编辑出版该书做出辛勤劳动的相关部门和同志表示最诚挚的

谢意。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回顾历史，展望前程，任重而道远。在

新的世纪里，希望华宁电力工业不断总结经验，发扬传统，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强

化管理，为华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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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负于我们的重任，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华宁电力工业志》在玉溪供电局、华宁县史志编纂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经过

电力公司各科室、站、所和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交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是

华宁电力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喜事。当予祝贺。

华宁县水力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29．45万千瓦，可开发量20．82万千瓦。已开

发2．73万千瓦。电力工业自1952年在盘溪恒通糖厂发电问世以来。已走过了52个

春秋。52年来，华宁电力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1952—1966年是围绕

开发建设小火电、小水电，解决农副产品加工用电的原始粗放时期。这一时期，贯彻

的是“谁建、谁管、谁有、谁受益”的办电原则，形成了华宁电力网络的雏形。

1967—1980年是华宁电力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35千伏江华线及顶寺变电站的建

成为主要标志，昆明电网进入华宁，以华宁被省人民政府列为10千伏“两线一地

制”试点县建设为契机，全县电力网络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

线路建设大多因陋就简，给以后的安全运行带来了隐患。1981—1993年是华宁电力

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县水电公司的成立为主要标志，以华宁被国务院批准列

为全国100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建设之一为契机，全县电力工业快速发展，并于

1987年7月，率先在云南省第一个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县，全县实现了村村通电。

1994—2004年是华宁电力的改革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华宁电力部门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集资办电，促进发展”的方针，贯彻执行县委、县人

d民政府“紧紧依靠大电，大力发展小水电”的电力发展战略，以110千伏华宁、盘

溪变电站的建成为主要标志，以农村电网建设(改造)为契机，全县电力网络进一

步得到改造完善，跨人了大电网、大机组与高科技运用的新时期。

“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华宁52年的电力工业发展史，既经历了坎坷曲折，又取

得了辉煌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华宁电力工业志》以朴实的语言、丰富

的资料，运用秤学的理论、方法，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华宁电力工业52年的发展史实，

可称为华宁电力工业的一部“百科全书”，能为华宁电力工业的发展起到“资治、存

史、教化”的功效。

编纂《华宁电力工业志》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公司成立了领导小组，专门

设立史志办公室负责开展编纂工作。编纂人员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搜集了近

200万文字资料、口碑资料的基础上，又经反复调查核实，编纂完成初稿。初稿经公

司初审、县志办复审、玉溪供电局组织专家终审，最终定稿形成40余万字的《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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