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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编修地方志的指示，沈阳市热力供暖公司

开展了编纂《沈阳市热力供暖公司志》的工作。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司编写本书的目的，将为认识集中供热，

规划集中供热，管理集中供热，1发展集中供热，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和可靠媳依据，使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以及后代，能够认识和理

解公司的成果来之不易。公司五年的历程，从无到肴，从小到大，是

一个艰营创业的历史。在五年的实践中，本着为城市建设服务，为人

民生活服务的原则，为千家万户供热送暖，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提供
{ |I

了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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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编篆的《热力供暖公司枣》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本着实事求

是原则进行的。我们的出发点，一是严格按着上级要求，力争按质按

量完成编志任务；二是为后人留下一部完备的史料，让后人从公司的

志书中，可以找到他需要找的有关我们这一代的各种资料。．我们的目

标，是要编写一部朴实严谨科学文献。实现这个要求。当然差距还很

大。查编纂过程中，我们非常感谢曾为本书鼎力相助的领导．科室和

有关同志。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其中失实、疏漏之处也难于避免，希

广大职工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有待于下一次编志纂改。
“

编 志 办



编志说明

《沈阳市热力供暖公司志》是一集反映本企业生产、技术、管理

经营状况的综合著述。可谓公司之百科全书、企业之全史。

编篆公司志，系为一玩较大的系统工程。公司的编志工作，从1986

年就已经开始，肖戈同志完成大事记，完成大事记后，因事搁笔。

1987年初，公司领导决心加速编志工作，成立了公司编志办公室。，由

公司经理孟庆民同志亲自担任主任，杨有太、曹凤．仪同．志担任副主

任，成员有杨德英、李志绵、胡晓虹，由杨德英同志主笔纂写。 ．．

编纂大致过程：4至6月，收集资料，拟订篇目；8至1 2月，完成

初稿。资料来源：一是公司档案室历来有关文件、总结报告及统计资

料；二是各有关科室提供各项基本数据和本部门的历史演变情况；。三

是访问部分领导干部和职工同志座谈史实情况。

本公司志，上限起于1980年，，下限止于1985年。全部结构编排，

分为篇、章、节、目四层结构。全书除序言、编志说明、目录以外，

共分四篇和二个附录：第一篇沿革共二章，其中包括公司的形成￡：组

织机构的演变和领导干部任职情况。第二篇生产主要是任务构成和供

热工程情况。第三篇企业管理共12章包括：管理体制、供热管理、计

划统计、财务、劳动工资、质量、技术、设备、物资供应、能源、安

全的管理，以及企业整顿工作概况。第四篇共分三章，其中包括职工

福利、职工教育和计划生育情况。附录中包括公司大事记和英名录。

书中内含照片、表格、图片。1980至19‘85年，沈阳市热力供暖公司的

这段史实，是公司全体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的结晶。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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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理 邵力同志 公司经理 桑豹f五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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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沿 革

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公司现状

沈阳市热力供暖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1980年5}1 21日，

办公地点座落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二段七里三号。单位性质系全民所

有制的专业供热企业，级别为县团级(中型企业)。公司任务：主管

余热利用、工业余热、民用供暖和民用锅炉管理。兼营热力工程设计

和安装。主要职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用户至上、服务第一”

为宗旨，确保供好暖、服好务。

公司现有固定资产原值3，563万元，净值2，795万元，累计实现利

润总额1，089．6万元，为国家上缴利税61 9．7，万元。

五年间，供热面积由1980年99万平方米发展到1985年360万平方

米。热网总长由16．5公里发展N 78．5公里现为261个工厂、学校、商

店、医院及6万户居民供热服务。

第二节供热发展简史

沈阳位于辽宁省中部，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

积为8，51 5平方公里。1 985年底全市总人口536万人，其中城区人1：I

283万人，全市总建筑面积为4，906．6万平方米。由于沈阳地处北温

带：属受季风影响的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市区年平均气温7r．8。C，最

热月(7月)平均气温24．6。C，最冷月(1月)一12。C，极端最高

气温，38。3。C，极端最低气温一33．1。C，终霄在5月初，初霜在lo月

初，平均无霜期1 50天，最多为175天，最少为128天。金市的供热方

式是、以锅炉供热为主，其中分散锅炉房供热面积占全市建筑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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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火炉供热面积占44％；集中供热面积占8％。1975年沈阳煤‘

气二厂开始利用工业余热，实现集中供热面积1o万平方米。1980、19

8l两年利用沈阳热电厂冷凝机组低真空运行、循环水集中供热200万

平方米。以及近几年发展区域锅炉房供热，到1985年底，供暖面积已

达360万平方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城市的集中供热有了较快发展。1 9

80年4月，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联合批准了沈阳等10

个城市搞集中供热工程。文件明确规定将沈阳发电厂两台凝汽发电机

组降低真空运行，要求把冷凝蒸汽用的冷却水排水温度提高到7ro。C，

利用冷却水对沈阳市铁西区200万平方米负荷的工业、公用、民用建

1筑实行集中供热。1980年5月，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

组建沈阳市热力供暖公司，负责城市集中供热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市

委、市政府本着当年建成，当年受益的原则，决定成立沈阳市电厂余

热利用工程会战指挥部。指挥部的总指挥由张鸿钧副市长担任，建委

副主任徐复泉同志任指挥，总部下设兰个分部，每个分部分别由主建

单位组成。第一分部由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和铁西区人民政府组成，负

责热网主干线的排障动迁和地沟土方及过路路面的另星土建。第二分

部由省工业安装公司负责主干线的管道安装。第三分部由热力供暖公

司负责各支线的管道安装。1 980年6月开始做会战的筹备工作：8月份

破土动工。整个工程，前后经过两期工程建设，到1981年10月，实现

了铁西集中供热200万平方米满负荷运行，符合设计要求。该工程总

投资2，786万元，其中国家物资总局投资400万元、节能贷款200万元，

省、市环保资助1 1 oZ元，受益单位集资l，769万元，企业更新改造资

金307万元。用在主干线的投资681万元、支线1，227万元、锅炉79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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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泵房80万元。

公司在城市集中供热建设和发展中，从1980年成立到1985年共经

历了5个年头。这期间，公司由一种供热热源发展到四种热源；热阿

由16．5公里发展N78．54里。1980～1981年，首先利用沈阳发电厂循

环水实行热电联产，进行了两期工程建设，为沈阳市城市供热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接着公司接收了煤气二厂利用炼焦煤气冷却水的余热

系统。1982年，在总结铁西热网工程建设和供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根据当时沈阳采暖期气候变化的特点，以及供暖初期、末期室温偏

高、严寒期热网末端供热效果不佳的状况。公司将铁西区工人村供暖

所原有的6个锅炉房改造成为尖峰锅炉房，并增设了环线热网，保证

了热网末端的供热效果。使热网回水由空载输送的单纯耗能转变为正

常的供热耗能，提高了’热能利用率。环线地区从原来的20多处锅炉房

分散供热，变为一个较大锅炉房集中供热。1983年，为了挖掘热源潜

力和完善热网系统，使热网系统更加合理、科学，对整个供热结构和

供热负荷进行了调整，在热网前端加设了一条复线；在外网建设了化

工补水泵站。经过改造和完善后的热网，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19

84年，公司以提高两个效益为核心，以巩固企业整顿成果为重点，以

消灭低温户确保15。C为目标，集中主要精力抓了供暖准备和运行管

理，改善服务作风，提高服务质量，两个效益同步增长。1985年，公

司以改革为动力，在保证供暖主业的同时，进行开发工程尝试，承揽

了三个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任务。通过实践，既保证了供好暖、服好务，

又解决了热力企业冬忙夏闲问题，也锻练了队伍、创出了信誉，增

加了企业的积累，使公司发生了较好的变化。这种变化促成公司由过

，去单一供暧转为一年承担两种任务。使企业在新的形势下，适应了新



的挑战，开创了搞活企业的一条新路。

五年来，公司在上级关怀，正确领导和全体职工艰苦努力下，企

业两个效益一年好于一年，供热能力逐年稳步增长。，供热区域由铁西

区逐步扩展到铁东，工艺由简单到复杂，公司发展为雏具现代化管理

的企业，处于东北地区同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的成长壮大，经历了艰苦创业历程，克服了重重难关，战胜

了种种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第三节效 益

公哥成立后，仅铁西热电联产，每个采暖期使沈阳电厂的热能利

用率由原来38％提高到85％以上，节约标煤6．1 5 7J吨，电力592万度。

人力1 776人，代替小型锅炉200多台。使发电煤耗由原来460克／度下

降到1 63克／度，全年平均330克／度，每度电节煤1 30克／度，电厂年发

电量3亿度可节煤3．9万吨，价值214．5万元。不仅经济效益可观，而

且环境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热电联产后，铁西共拆除锅炉房及烟囱
1 63座，大气中的飘尘量由原来的1．41 3rag／m3降至o．49rag／m3，硫化

物含量由原来的o．154mg／m3降至o．045rag／m3，每个采暖期可减少大

气飘尘3’600吨，二氧化硫7，20吨，、减少炉渣4万吨，净化了城市，改

善了环境，增强了身体健康。

历年公司占城市集中供热情况

时 间 城市房屋建筑面积 公司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热化率(％)

l 9 8 0 3，568 99 2。8

l 9 8 1 3，770．6 222 5．9

l 9 8 2 3，929．8 270 6．9

1 9 8 3 4，176．2 300 7．2
，

l 9 8 4 4，366．3 325 7．4

1 9 8 5 4，906．6 36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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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构队伍

第一节主管机关

公司隶属于沈阳市房地产局领导。局供暧处是负责全局供暧的职

能部门，供暧处直接对公司进行业务指导。

第二节公司队伍状况

公司成立后，随着供热发展和开发能力的增强，职工队伍不断扩

大：职工人数由1980年703人发展到1985年1，430人。，

职工队伍构成情况：1981年以前，前后方人员比例基本合理。前

方人员比重为职工总数的80％，后方人员比重为20％。直接生产的人

员559人，非生产人员1 44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人，管理人员I 1 3

人，服务和其它人员24入。i982年后，公司正值发展阶段，为了充实

和加强公司的业务、技术力量，职工总数达到1，065人。直接生产人

员600人，非生产入员46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2人，管理人员254

人，服务和其它人员189人。此时前后方人员比例不尽合理，前方人

员比重下降为56％，后方人员比重则提高N44％。1982～1984年，公

司进行了企业全面整顿，通过整顿裁并部分机构，调整工种比例，充

实生产第一线，使后方人员比重稳定在30％。

干部队伍构成情况：公司现有干部27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 6

人，经济专业人员76人，行政管理人员97人，政工人员42人。按职务

进行分类，其中县团职I1人，正副科职93人，一般干部l 67人。按文

化程度分类，其中大专41入，高中(中专)I 29人，初中i 01人。

领导班子构成情况：公司成立后，领导班子人员偏多、年龄偏

一5一



高、文化偏低，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企业

整顿，领导班子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在思

想、作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整顿，班子的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基本适应了“四化”的要求。整顿后的班子，实行了一、二线

分工，妥善安置退下来的老同志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一、

二线的同志互相支持，较好地实现了新、老交替。整顿后的一线领导

班子由7人组成，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3人，高中文化程度4人，

其中有技术职称的1人。领导班子比较精干。

。工程技术队伍构成情况：公司现有技术人员56入，具有技术职称

的46人，其中工程师17人，助理工程师9人，技师3人，技术员17人。

经济类专业队伍构成情况：公司现有76人，其中计划统计专业1 1

人，劳动工资专业11人，财务专业29人，材料设备专业25人。

工人队伍构成情况：公司现有891人，其中全民职工383人，集体

职2"508人，男性职工589人，女性职T_302人。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为

3．8级，其中技术等级在三级工以下的有7“人，四级工以上有180人。

按工种分类其中电焊工63入、“水暖(司炉)T．439人、钳工17人、砌

炉-1212人、推煤T_209人、机械2：15人、电工81人、起重工2人，理

化检验工36人、油漆防腐：3217人。工人的文化程度，其中大专2人，

高中(中专)-46人，初中7r 7r9人，小学64人。

五年间曩公司为了迅速提高职工队伍素质j培养一支有觉悟、有

文化、有技术、有纪律的热力队伍。针对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政治素

质较差、技术、业务水平较低、劳动纪律比较松散的状况。广泛开展

了人材投资、智力开发。岗位练兵，全员培训和班组的建设，职工队

伍的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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