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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兴衰，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纵观古老

中华，方志浩如烟海，留芳百世。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城乡，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

繁荣发展。包头第一热电厂也在发展中前进。第三期工程，扩建的

两台十万千瓦机组，相继建成投产。从1984年至搁笔时止，连续四

年实现了产量、产值、利税三同步增长。《包头第一热电厂志》(简

称《厂志》)的编纂，就是在这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形势下开始

的。
、

在包头第一热电厂30佘年的创业、发展史上，新老职工辛勤、

艰苦地劳动，创造性地工作，业绩卓著。通过修志，总结经验，载

入史册，长存于世，服务“四化”，遗惠后人，鉴往知来，发扬光

大，实属历史发展的需要。

1984年6月，根据内蒙古电业管理局的指示，党委把编纂《厂

志》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抽调专人搜集资料，着手编纂。1985年12

月， 《厂志》征求意见稿打印成册，呈送上级、厂级老领导，发给

n f

√



k蜥t口P}，女㈨俯涮‰龇i‰‰‰‰。^}i“m‰ht-}m川jtm_酶m¨‘^娃4‰。t‰{悱+∞女#‰‰撼≮镕㈣_

各科室，车间，征求意见。1986年8月29日，首次召开《厂志》评

审会议。9月，党委抽调人员，成立编纂《厂志》办公室。各车间

科室大力支持，提供资料。特别是《厂志》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在

王玉桥的率领下，不怕劳累，行程数千，多方奔波，访问厂级老领

导，录口碑，查文征，考事迹，广征博采。经过前后三年多的系统

消化，无声笔耕，1987年11月初编纂打印出《厂志》送审稿。12月

分别召开座谈会、第二次评审会，广泛听取补充、更正意见，反复

修改。三易其稿，《厂志》铅印成书了。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的文化一

建设工程。可喜!可贺!

《厂志》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包头第一热电厂创业、发展的历

程、贡献和经济地位，基本上达到了“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

这是成功之点。《厂志》编纂是一项新生事物，开拓性的探索，由

于工作人员水平有限，资料也不全，缺点和错误难免，诚请广大职

工、读者批评指出，待以后修志时补正。

耿致庆

198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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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撰《包头第一热电厂志》，系统地搜集、整理、编辑其历史的重

要资料和事实，其目的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二、《厂志》的编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以及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

三．．《厂志》的结构为三段式。首立概述。中设体制，基建、生产，车

间、管理、职工、党群、集体企业共8篇36章139节，是《厂志》的主体。建，

设、生产，管理是重点。未缀大事记和附录·

四，断限。上自1952年12月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援建包头

第一热电厂合同始，下迄1986年末·

五、地理位置图、厂区鸟瞰图、厂区平面图、厂前大门照片、概述等，冠

于志书之首，以览全貌。服务于内容的照片、图表分别插入各篇，照片列前、

表格于其中或附后，图表随文，对不便载入正文而又有重要参考价值之史料，

辑录存史。除全书之后设附录外，有关章节之后，亦列有附录。

六、建厂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要事件，遵循叙而不议、 “宜粗不宜

细黟，“宜散不宜集黟的原则，散记于概述，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之中。

七，不专设人物篇。根据“生不立传"的原贝IJ，对劳动模范、市级以上

的先进职工，广级领导、副科级以上中层干部、中级以上科技人员、运行岗位

无事故满25年以上人员以及1959年9月I El前入厂连续工作满25年以上人员，

分别列名录或记述于有关篇章之中。对已故职工，依据其业绩有选择的修传

略，按参加工作时间先后顺序载入附录·

八、《厂志》编撰过程中，有的事件难免有重复之嫌，但在记述时已经

做到了各有侧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生词或专业术语时，在其后加括号注释。

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关于出

规定》执行。所用计量单位，遵守国务院的统一规定，

设跋。简载修志过程，晓喻后人，知修志之艰辛，见所

后为续修《厂志》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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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第一热电厂(下称包一电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下称内蒙古)包头市

昆都仑区(下称昆区)，座落在北纬40。387、东经109。46’的北部高原上。海拔

高度为1065．5米。其北4公里许为大青山，南17公里处为黄河，东约2公里为

昆都仑河，距市区有4公里。

电厂于1958年3月破土兴建。1959年9月1日第一台汽轮发电机组正式投

产o 50年代建设的第一期工程，为苏联援华建设项目，是国家141项重点建

设工程之一。第一、二期工程装机容量11．2万千瓦，成套主设备是苏联供应的。

建设期间有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第三期工程装机容量20万千瓦，设备是

国内自行设计，施工．．安装和调试的。历经三期工程建设，到1983年3月已

经安装了6台汽轮发电机组，发电设备总容量达31．2万千瓦，7台锅炉总蒸发

量为1920吨／时，6台电力主变压器输送电容量为351000千伏安o 1986年厂区

总占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8．87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为2．59

亿元，是一座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中型燃煤火力发电厂。

从投产到1986年末，全厂累计发电量213．5亿度，供热量3806万百万大

卡，工业总产值17．12亿元。据1986年末统计，内蒙古西部电网一呼(呼和浩

特)包(包头)电网七个电厂的发电设备容量为70．6万千瓦，包一电厂发电设备

容量占44．2够，为电网之首。同年的发电量占全电网发电量的45％，也居首

位。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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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包一电厂随同包头钢铁公司(下称包钢)进行厂址选择，设计时亦考虑建

设在一起。电厂西距包钢高炉和高炉鼓风机站仅数十米，北邻包钢供热厂、

耐火厂，南望包钢机总厂，东为高压输电线通廊。设计原意有二。其一，电

厂最大限度的靠近包钢高炉和鼓风机站，既节约建设投资，又减少供热损

失。其二，电厂与包钢合用煤场、通讯总机、压缩空气、修配加工厂等。包钢大型

电力变压器运到电厂修理d从整体考虑，既符合社会主义协作原则，又符合现

代化大生产的要求，无疑是合理，经济、正确的。由于建设的时间和进度不一

致，隶属关系各一，管理上又有条块分割，各自按“小而全弦、“大而全黟的指

导思想行事，亦产生各自为其经济利益着想之举。上述项目，共用不久，逐

渐分开，自成体系·

电厂与包钢的建设和发展既同步又先行，既配合又牵制。1959年8月，包

钢的黄河水源地开始供水，为电厂投产创造了条件。同年9月1日电厂第一台

汽轮发电机组正式投产，又促进了包钢的建设，同月26日包钢高炉始流出第

一炉铁水。1973年国务院在包头召开了有关部委、内蒙古、包头市有关人

员参加的“包钢专门会议"，研究讨论包钢双150万吨钢铁的生产建设问题，

也决定了包一电厂扩建二台10万千瓦机。

电厂与包钢在生产活动中又是密不可分的。其间管道相连，线路相通，产‘

品互供，有来有往。电厂供包钢的有电力、热力等5种13项，包钢供电厂生产

用水，煤气、压缩空气等4种8项。投产至今，双方多次协商，签订了供电、供

热、铁路运输等协议和工作联系制度，以保证双方正常生产秩序和各自的经

济利益。历经28年，在协作过程中，也曾发生过矛盾。在经济问题上，甚至

由内蒙古经济委员会出面协调，才得解决。但电厂与包钢紧密相连，同属社

会主义国营企业，彼此互通有无，共同协作，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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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初期，一边生产，一边基建。由于受片面求快的思想影响，到1959

年12月，仅4个月内，就有3台汽轮发电机组投入生产，生产任务十分繁忙，

“图纸上找黄金"和“简易发电力，造成设备系统不全和留下重大隐患，工人、

干部多来自祖国各地，生活不习惯，新厂、新人、新机器．缺乏管理经验，

各项规章制度不健全。诸多的不利因素，造成生产的被动局面o 1961年全厂

额定出力应为11．2万千瓦，实际只能发7万千瓦。投产两年多的时间，发生

各类事故33次。同年厂党委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解决生产关键，提高了发电

设备安全生产的可靠性。充实人员，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管理水平。

1963年创无事故安全生产519天的记录，初步改变了生产被动的状况。1963年

开始，进行了“填平补齐工作桫，努力消除“简易发电黟造成的不良后果。

1964年又在管理上抓了三基(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基本功训练)工作，大搞

五好(运行状态好，能力效率好、仪表保护好、完整清洁好、资料记录好)设

备。1965年使设备出力达到11．2万千瓦。1966年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创历史

最好水平。发电量7．2亿度，供热量112．9万百万大卡，发电煤耗率318克／度，

供热煤耗率160．6公斤／百万大卡，发电厂用电率6．06％，供热厂用电率28．7

度／百万大卡，电力单位成本13．97元／千度，热力单位成本4．70元／百万大

卡o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灾难的10年，包一电厂也未幸免。

部分职工被错打成“反党分子"、“内入党"分子，有的被诬为“牛鬼蛇神黟，遭

受斗争和批判，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矽的搿管卡压刀，安全生产和经

济运行被歪曲成“唯生产力论矽，历史被颠倒了。造成了管理无章，设备失

修，发电设备受到了损坏。1972年锅炉设备损坏严重，曾出现过5台锅炉4

台瘫停，全厂出力仅有4000千瓦的严重情况。10年间发生各类事故189次，占

历年事故总数的64．7％。1972年共发生事故74次，占历年事故总数的25．8％。

全厂职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从1972年起，开始对锅炉设备逐台进行恢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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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检修。“文革黟10年间，多数职工仍坚守岗位，坚持工作，没有一天停止

生产。

“文革黟之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调动

了广大职工的职极性。在生产管理上，健全机构，调整人员，恢复和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加强了设备管理和计划检修。使设备的完好率从1 9 7 6年的

70．6％上升到1980年的95．2％。

1982年4月到1983年11月，对企业进行了综合治理和全面整顿，使厂、车

间和科室两级领导班子更加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全

厂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更加合理，经济责任制和规章制度日臻完善，检修

工艺水平提高，主要设备的完好率达到100％，全厂事故率下降到0．33次／台

年，经济效益提高，电力和热力成本、煤耗、厂用电等指标均有下降。企业整

顿，改变了长期生产被动和落后的状况，走上了振兴之路，跨入了全国先进

行列。1984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电业管理局(下称内蒙古电管局)发电企业

第一名。华北电业管理局(下称华北电管局)先进企业·煤耗和厂用电等经济

技术指标，在全国同类型13个电厂中名列前茅。

四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劳和内蒙电

管局“关于在呼包电网内进行改革的几点试行意见"指示精神，19 8 4年至

1986年，一方面巩固、提高、发展企业整顿成果，一方面试行改革、探索开

放、搞活的路子，三年来取得十个变化。

一、 发电量。1984年至1986年分别为15．39亿度、17．9亿度和20．29亿

度。年平均增长率为12．7％o 28年累计发电量为212．65亿度。三年占累计总

数的四分之一。

二、 总产值。三年分别为1．15亿元、1．33亿元和1．49亿元。年平均增

长率11．6％。28年累计为17．12亿元，是固定资产原值的6．6倍。三年累计为

3．95亿元，占累计总产值23．1％，是固定资产原值的1．5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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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效益。发电成本在燃料价格逐年上涨的情况下，做到加强管

理，内部消化。分别为26．59元／千度、26．49元／千度、27．28元／千度。

上缴利税分别为2870万元、3325万元，3556万元，逐年增加，年平均增

长率为12．6％o

产值．．产量、利税连续三年“三同步力增长。

四、 安全生产。无事故安全记录分别为211天、228天、360天。1986年

的360天，是自1967年以来20年间最高记录· ．

事故分别为2次、3次和2次，均属设备事故。事故率为0．33至0．5次／台年。

达到了水利电力部要求以内·

五， 技术进步。三年完成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26项，获华北电管局科

技成果奖6项，内蒙电管局科技三等奖6项o 5号和6号汽轮机加装低压调整抽

汽，使供热能力每小时增加110百万大卡，7号锅炉采用微机连续测量热效率，

引进美国的核子称重仪等，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 生产环境治理。车间内噪音大，室温高以汽机、锅炉车间最严重。

粉尘浓度以输煤车间最大。70年代末，输煤车间成立除尘班，开始了粉尘治理o

1984年至1986年，投资增多，方案落实，科室协助，进度加快，效果显著。1985年

输煤皮带间粉尘浓度1由112毫克／立方米，降为10毫克／立方米，达到国家标

准。1986年华北电管局在电厂召开了粉尘治理现场会。1984年开始，对锅炉、

汽机、化学运行人员值班室进行改造，加装隔音和调温设备。使汽机车间八

米值班室嗓音由87到90分贝，降到64分贝，室温从摄氏40度，降到2 5度左

右。锅炉、化学车间值班室改造后，均有效果。

1986年全厂绿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90叻，人均20平方米。治理后，厂区

焕然一新·假山、人造湖、凉亭、喷泉、长廊、雕塑，花池，石拱桥，绿化

带，形成绿草如茵，鲜花争艳的园林景象·1986年誉为包头市城市绿化标兵

和绿化甲级单位。

七， 技术培训o 1986年固定职工2083人，其中女职工676人，占总数

32．5％，少数民族职工111人，占5．3％，科技人员133人，占6．4％。

职工队伍以年轻人为主体，但文化和技术素质低。1982到1983年开展文

化和政治补课。补课对象854人。鼓励自学和脱产学习相结合，文化补课与政

治教育相结合。1984年政治补课及格率达96．84。1985年文化补课合格率达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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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1981年9月同北京电力学校联合办学，1984年第一期两个班50名学员毕

业，同年经内蒙教育厅批准为成人中等学校。1984年及1985年分别又开办两

个班，在校学员56名，从1983年开始，每年选送学员去华北电力学院，电大，

职大及中等技术学校学习，1986年脱产学习人员105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

5％。

在职干部和工人经常分别开展现代化管理方法，企业管理知识和中级技

工培训，技术讲课、技术问答、技术比武等培训活动。

八、 改革前进。1984年试行民主选举车间主任和聘任科长，首开人事

制度改革。1985年3月试行厂长负责制o 1986年7月实行厂长任期目标制。在

试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厂长对车间主任、科长实行聘任制，制订任期目标，

签订合同，任期两年。

设立“厂长信箱抄，工厂管理委员会有职工代表参加，加强了民主管理．

经济责任制多次修改完善。经济承包、劳动分配方面进行了改革。开展

了同包钢和地方小煤矿的横向联合。推广了“目标管理万、 搿可靠性管理弦

等现代化管理方法，使电厂生机勃勃。

九， 职工生活。食堂、澡堂、夜班休息室、托儿所、幼儿园、交通车

等生活设施齐全。1984年9月双层1300个座位的俱乐部落成o 1985年120平方

米的离退休人员活动室建成。职工住房逐步改善，1984年始，年年分新房，

有325户喜迁新居。累计住房总使用面积43727平方米。职工子女就业三年共

有325人，职工收入逐年增加，年平均分别为1352元，1447元和1612元。1986

年劳动服务公司的家属和子女年平均收入为1284元。

十、 精神文明建设。广大职工继承了艰苦奋斗、自立自强、敢打硬仗，

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o 1983年开始，对职工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

产主义思想以及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有效地提高了职工思想觉悟。1986年

有179人被厂，市评为先进个人。厂被包头市，华北电管局、内蒙古自治区评

为先进企业o

通过整党，端正党风工作，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教育，加强思想建设o 1984年被昆区命名为“文明单位"。1986年全厂评文

明车间8个、科室15个、班组42个，个人410人。五好家庭60户。同年被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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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内蒙电管局评为“文明单位打·

包一电厂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仅仅是跨出了一大步，以多供电、热

产品和降低单位成本为主导，充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兴办

集体企业，搞多种经营，横向联合，发展商品经济。还将利用电厂的技术优

势，探索加快电力发展步伐的新途径，为“四化黟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谱

写新的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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