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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孓 ，丁

恩施州的电力工业，从1 9 3 3年创办恩施吕福太大丰电灯公司到200 5年，已有

七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恩施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六年中，虽有微型发电机组，但装机不足1 00千瓦。恩

施解放初期，各县为解决党政机关办公照明，相继建设煤气发电机组，总装机1 76

千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恩施地区才开始建设小水电站和装机1 500千瓦

以上的小火电厂。1 979年全地区建成小水电站3 62座、总装机30643千瓦，小火电

厂4座、总装机1 6_000千瓦，年发屯量8 1 62万千瓦·时j 1 98-3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成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系，恩施电力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1 983年，全州电力装机1 02 1 1 3千瓦，年发

电量20453万千瓦·时。到2005年底，除已经退役或报废的水电站外，全州电力装

机已达794387千瓦，年发电量达1 97 1 39万千瓦·时，其中火电厂5座，装机43000

千瓦，年发电量1 1 0 1 7万千瓦·时；水电站2 1 5座，装机7 5 1 3 87千瓦，年发电量

1 86 1 22万千瓦·时。还有在建水电站1 6座，设计装机229．226万千瓦。电力工业已

成为恩施州民族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对全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恩施解放后的电力工业史，是一部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艰苦奋

斗、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创业史，是一部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发展史。凝聚着电

力行业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和奉献，渗透了他们的汗水和心血。过去的历史文献中

有一些关于恩施州电力工业发展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各地编纂地方志时，也写过

电力工业志，但是还没有一部记述从恩施州有电以来的电力工业专业志书。为了全

面深入地了解恩施州电力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以求在今后改革与发展的事业

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我们有责任把恩施州电力工业各个发展时期的成就、经验与教

训，如实地记录下来，载入史册，以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益当代，惠及

子孙，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盛世修志。2006年，恩施州电力总公司成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电力工业志

丛书编纂委员会，领导志书编修工作。各县(市)电力公司、恩施供电公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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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施工企业、设计单位和各独立发电厂也成立相应组织，在配合编纂地方志的同

时，相继编纂各自的电力工业志。为了推动这项工作，我们调集编修人员，召开动

员会，举办培训班，结合恩施州电力工业的实际，探讨和明确修志工作中的有关问

题。在各单位领导的支持下，通过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从拟定志书篇目，到搜集

志书资料；从资料的反复考证，到志书的编修撰写，力求用新观念、新方法，融资

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指导性为一体，做到精心编纂。现在，一部部志书陆续付

梓，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编纂电力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实事求是地记叙

恩施州电力工业的发展史实，为电力行业立言、存史。编纂电力工业志要求资料真

实，重点突出，繁简得当，皆有备述，具有行业特点，符合时代要求。但是，由于

我们过去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缺乏经验，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编纂工作难

免存在不当之处。随着恩施州电力工业的发展，电力工业的历史还将演绎下去，电

力工业志的编纂工作也将延续下去。我们相信，电力工业志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

迎，也希望它对恩施州电力3-业的不断发展，对恩施州电力工业史学的研究起到积

极作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电力工业志丛书编纂委员会



序 言

《国投建始小溪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工业志》在编纂委员会成员和特邀编

纂人员共同努力下问世了。本志是按照恩施州水电总公司的要求，于2006年9月开

始编纂的，历时近半年，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编纂任务。

本志主要记载1987年建始县小溪口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开始动议开发至2006年20

年时间里从设计到建设及生产经营的全部过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始县就着力发展农村小水电，先后建成小型水电站60

多座，装机4．38万千瓦，但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

立，小溪口工程首次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不一断改革和完善管理，贯彻实施项目

“四制”(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形成了良好的约

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保留和发扬了成功的管理经验，改革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管理中

的先天不足。本志对小溪口在建设期间和经营期间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作了充分的

表述。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建始县委、县政府为了全县工农业持续发展，为

了壮大建始水电这个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将开发马水河流域水能资源，兴建小溪

口电站提上议事日程和办事日程，组织力量开展可行性研究，筹措资金，并成立领

导机构和工程建设指挥机构，号召全县人民像全国人民支援三峡工程一样支持小溪

口工程。小溪口工程的顺利建成和有序地生产运行，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

导，离不开公司股东单位和董事会的科学决策，离不开小溪口工程建设者和经营者

的辛勤劳动，离不开建始全县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

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国投建始小溪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工业志》同其他志书一样，也具有服务于当代、裨益于后世的作用。无论是当

代还是后代的建始水电人，都将从本志中了解小溪口水电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历史，

以此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将建始的水电事业建设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是为序。

二o o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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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IJ

一、本志为国投建始小溪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工业志，为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电力工业志丛书的卷册之一。上限为1 98 7年，下限至200 5年(下延至2 00 7

年1月)。重点记述小溪口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及国投建始小溪口水电

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横分事项，纵述始末，详近略远，详略得当。全志设1 1

章45节。志书后设附录，附录I收录了公司章程及总经理的两届工作总结；附录Ⅱ

选录了工程建设中的有关大事；附录Ⅲ收录了有关论文和忆文。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纪年、机构、职官、行政区划等均沿用各历史

时期正式称谓。

四、本志中汉字的使用执行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志中所采用的计量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计量单位用汉字；数目字用法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出

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所列金额，数额较大的一般以亿元、万元为单位，小数点

后保留两位数，数额较小的以元为单位。

五、本志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本志所设人物简介，只介绍历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三总师及部分财务负

责人的工作简历，其工作业绩采取以事系人的记述方法；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

子、部室及电厂负责人均列名录表介绍。

七、本志资料全部来源于国投建始小溪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档案室各类档案，

同时经2000年建始报社编辑出版的《走进小溪口》一书责任编辑同意，参考了该书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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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马水河是清江中游北岸最大的支流。流域位于东经1090 25 7。1 100 02’，北纬30。67
7

—36。52’。发源于建始县茅田乡榨茨铁厂坪，自北而南，流经建始县的天生桥、长梁子、马

水河、大沙河，在支流太阳河口人恩施市境，经南里渡、老渡口后，于龟山河汇人清江。流域

面积1709平方千米，河长102千米，平均比降5．15‰。流域形状系数0．16，属单干长形。流域境

内崇山峻岭，林草茂密。境内支流众多，沿途汇纳积水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有盛竹河、

榨茨河、马子峡、太阳河和东龙河等。

小溪口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位于清江北岸支流马水河上段湖北省建始县境内，马子峡与马水

河汇流处下游2千米，坝址上距建始城9千米，下距河口42千米，处于318国道与209国道的连接

线业红公路侧50～100米处，区域交通十分便利。坝址以上流域面积766平方千米，占总流域面

积1 709平方千米的45％。多年平均径流量9．273亿立方米。坝址处海拔高程为480～550米。

小溪口工程水库回水位以上为本区域内主要农作物种植区，水库的建成还将改善区域内农

田水利条件，良好的库区小气候有利于果木、药材种植及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建始县共有50余万人口。1995年，全县生产总值6．08亿元，比“八五”期初1990年的3．19

亿元增加2．89亿元，增长90．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47亿元，比1990年的1．60亿元增加0．87

亿元，增长54．38％；第二产业增加值2．35亿元，比1990年的o．92亿元增加1．43亿元，增长1．55

倍；第三产业增加值1．26亿元，比1990年的0．67亿元增加0．59亿元，增长88．06％。“八五”时

期，全县工业生产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199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4．72亿元，比1990年的2．54

亿元增加2．1 8亿元，增长85．83％。2005年，全县生产总值达1 9．68亿元，10年来增长2．24倍，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8 1亿元，增长2．97倍；第二产业增加值3．14亿元，增长33．62％；第三

产业增加值6．74亿元，增长4．35倍。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

总产值389 1 2万元，其中，轻重工业产值分别为1 6 l 69万元、22743万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销售产值38122万元。全县工农业生产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正是得益于建始县地方政府历来

注意小水电的开发。1987年成为全国首批初级电气化达标县，地方中小水电的开发建设不仅是

全县工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而且是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马水河流域的开发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被提到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小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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