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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供电局办公大楼

黄连磬供电局经检查验收，企业整犊

_亡作已达到合格要求。特发此证。

常卅嚣逝局

武进县供电局企业验收合格证



武进县供电局新老党政领导人合影

前排左起：赵启华，孙志高，陈坤福、单同发

后排左起：蒋力莪、曹永成、朱伯康，曹耀西、金锡忠，李金福

《武进县电力工业志》编史修志工作人员合影

自左至右：金荣海、盒锡忠．张中协，陈才春



武进县村前乡电力站站址新貌

武进县供电局调度室



武进县在湖塘蒋湾桥最早建设的电力戽水站

武进县村前乡电力站站址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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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小新桥区贯彻县调荷节电会议

1964年武进县贯彻削峰填谷、平衡负荷、调荷节电宣传讲解



1956年建成的武进县第一座35千伏变电所 安家舍变电所

1968年武进县供电局在潘家桥建设的第一座35千伏变电所



1979年武进化肥厂第一台3000千瓦余热发电机组

1985年小新桥乡电力站5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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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潘家桥乡潘家桥村建成用电标准村验收合格证、牌



武进县电力系统现状周
l：20厅 (，＼五年)

宜

图 例

⑨220“她日一。
◎胪童蝌 俨#培

。竹“菱屯所 Ⅱw线路

。自日

f-j{ 担

锄市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本志名称为《武进县电力工业志》。武进自有电以来，在历史

上长期存在一个县内有两个供电单位供电，直至1982年才归属武进县

供电局统一管理。故1982年以前，是从不同角度作适当的记述，1982

年起作统一记述。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电源和用电章的有关内容的上限始于

1 9 1 3年外，其余各章始于1 924年后，下限一般到1 985年止。

四、本志篇目设置为章、节、目，立概述、大事记、电源、线

变设备、用电、三电、农电管理、企业管理、行政机构、党群、职工、

附录、编后记，全书约十六万字。

五、本志体例力求完善，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展开，详近

略远，详今略古。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各种体裁，以

志为主，图文并茂。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使用简化汉字和通用标点。并使用公元纪

年，在括号内加注历史通称。

七、本志资料来源：镇江供电局、无锡供电局、无锡市档案馆、

武进县水利局、常州供电局、戚墅堰发电厂和有关乡(镇)志以及武进县

供电局的档案资料，还有个人献出的原始资料及老职工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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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有着广阔的前景，作为县供电局，既是电力系统的基层

企业，又是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对于今后续编电力志，仍然负有

责任。《武进县电力工业志》编写工作，从1984年开始到1988年结束，

历时5年，费时所以这么长，资料搜集核实难度大，是一个重要原

因。因此，做好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及时整理、积累资料，搞好档案

管理，是编志工作的重要环节。这也是我们这次编志工作实践的一点

体会。

不忘记过去，不沉湎于过去。历史是值得借鉴的，但我们需立足

现在，更寄希望于将来。在我们前面，有许多重要的更有实际意义的

事业要去完成。相信，武进县的电力职工和广大用户，将会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在供用电方面创造更加光辉的成果而载入史册。

金锡忠

一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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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武进县地处常州市城区四周，属江苏南部太湖流域，北临长江，。

南接太、渭两湖，沪宁铁路，京杭大运河横贯境内．水陆交通方便，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电力建设至今已有七十多

年的历史．武进县的发展与电力建设较早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

发展需要电力，电力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

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常州是武进县城区，建国以后大部分

地区归常州供电所(局)直接供电，常武地区供用电长期融成一体，难

以分割．

常武电力工业自1913年筹建振生电灯公司开始，第一台180千瓦

蒸汽发电机于1914年(民国三年)5月建成发电，主要供照明用电。到

1 920年拥有三台发电机，总容量580千瓦。业务也由供电灯到兼营电

力。其时一些工商业界和士绅见办电有利可图，即在一些乡镇办小型

发电，但大多数因经营不善和缺乏技术与资金，先后被迫停办或转让。

振生电灯公司在同业竞争中发展，于1923年5月14日更改牌号为武进

电气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电)．

1934年Io月，武电在奔牛竖杆架线，翌年奔牛变电所投运。这年

武电发电总容量已达3500千瓦。
‘

1921年冬，中德商人在戚墅堰合资筹建“震华制造电机机械总厂”

(以下简称震华电厂)，其规模和资金是常州电业之冠。

震华电厂首批两台32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于1924年2月I 1日开



始发电，戚常线通电，并在常州磨盘桥三益社设办事处，办理常州、

武进供电业务。自此常武形成两家供电。为了营业区域的划分，两厂

发生诉讼达三年之久。最后仍有武进县商会和士绅出面调停，规定

武电经营范围为城内和西门一带，南到运河北岸，北至铁路以南；震

华电厂则从运河以南及东门水门桥以东直至无锡，当时常』、I'I运河两

岸和新丰街东西两侧则由于两家供电，经常出现一家故障停电，半边

光明半边暗的情景。

1924年6月，震华电厂向武进县乡区发展供电。在湖塘以东蒋湾桥

首办电力戽水，为农田使用电灌开创了先例。

1928年10月1日震华电广收归国有，并更名为戚堰墅发电厂(以下

简称戚电厂)，1 935年，发电总容量达1 7 1 oo千瓦，成为当时国内大型电

厂之一。在本县境内的湖塘、马杭、鸣凰、牛塘、横山桥等地逐步扩

展供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将戚电厂让渡给扬

子公司，戚电厂又从国有转入官僚资本之手。1 937年1 1月，常州沦陷，戚

电厂和武电均遭破坏，损失惨重。戚电厂被日寇占领，归“华中水电株

式会社”管辖。在常』、J'ld、营前设营业所。武电系民营电厂，由一日

本人驻厂监督。1939年4月，武电因存煤烧尽停止发电。从5月1日起

被迫向戚电厂购电转售，以此来维持营业·

抗战胜利后，戚电厂仍有扬子公司收回。在常武的供电范围基

本按照战前地段划分。唯奔牛供电区，改由戚电厂管理。由于社会

秩序混乱，币制贬值，窃电成风，电量损失高达40％，电价虽不

断调高，但仍跟不上一日数涨之物价。电力发展缓慢，至1949年，

在武进县境内输电线路总长仅有39公里，售电373万度，电力

灌溉动力80台1 804匹马力，灌田5．83万亩。全县有95％的地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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