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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经过恢复时期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虽然

有了一些小的发展，但底子仍然薄弱。特别是电

力方面，到1958年底，昆明地区仅有装机总容量

39，750千瓦(其中，喷水洞发电厂2，000千瓦，普

坪村发电厂装机24，000千瓦，马街子发电厂

6，250千瓦，加快装机1，500千瓦，石龙坝发电厂

6，000千瓦)，远远适应不了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

需要。1954年初，当时承担马街电厂三号机扩建

工程(设计代号53501212程)设计的北京电力设

计院收集资料的工作组，其中，-有方学文工程师

等五人，在昆明电业局方文同志的陪同下，曾到

汤池走马坪察看过阳宗海现场，因中央燃料工业

部对建设阳宗海发电厂就已有初步设想。
1955年4月，敬爱的周恩来憾理赴印度尼西



亚出席“万隆会议囊，于四月底返回国内时，在

春城昆明作短暂休息，趁往石林之便，在阳宗海

畔稍作小憩。当时，赔同总理的云南省委领导，

在介绍了阳宗海的风光特色之后，同时也汇报了

初步掌握汤池地区的自然资源情况。当得知汤池
地区方圆七公里内就有可保、凤呜两大煤田，储

煤量有几亿吨，有的地方煤层离地表仅一米多
时，总理很欣赏，当即指示要尽快让这些地下宝

贵的资源早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力
量。

周总理的高瞻远瞩和英明预见，有力地促进

了对阳宗海水资源和汤池地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利

用。1955年下半年，由当时的中央燃料工业部与

西南电业管理局主持与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

专门对阳宗海．附近的汤池地区及后来选作厂址的

走马坪，进行了半年时间的厂址踏勘与初选工

作，为阳宗海建厂准备了第一手资料。但，由于

当时对地质论证较多，而资源测定未作最后结

论，因此，电厂宋立即上马兴建。

1958年，我国工农业战线出现了全面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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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而且形势发展出入所科，云南省和全国

一样，特别是滇中地区，不少工业项目纷纷上

马，可供电量远远满足不了这种形势发展的需

要。于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1958年12月6日专

门开会研究并决定： “宜良汤池走马坪紧靠阳宗

海和风鸣、可保两大煤田，燃料运距短、建设投

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可以建厂”。并初步确

定其规模为：一期工程安装75T／H锅炉四台，配

四台1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后又改为75T／H

锅炉五台，配六台1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后

六号机未装)。

根据上述决定，云南省水利‘电力厅当即组成

有厅工程管理处俞志钧，计划处严则乙，云南省

水利电力设计院吴涛、彭翰元、朱天光、周半

农、张钦松、曾承洪、刘敬国、钟绍佩、王世

忠、肖方福等12位同志组成的踏勘组进驻汤池走

马坪。在1955年初勘的基础上，紧张地进行了四

天的复勘工作，并拟出了“阳宗海电厂选厂报

告"，云南省人民政府当即进行了研究并批准该

报告。遂于同年12月16日，由云南省水利电力厅决

3



定：任命张植年同志担任阳宗海发电厂副厂长，

主持阳宗海发电厂筹建工作，并作为甲方代表与

云南省火电安装公司第二工程处副处长敬光荣作

为乙方代表正式签约，同时，会同云南省水利电

力设计院有关人员到达汤池走马坪察看现场。．同

年12月下旬，施工队伍(含云南省第三建筑工程

公司)陆续进入施工现场，于1 959年1月19日正

式破土动工，截至1960年8月止，全部五套机炉

陆续安装调试完毕，总容量为六万千瓦，工期共

用一年零八个月时间。

由于阳宗海发电厂是处于“大跃进”这一特

定历史时期上马的，从云南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

决定建厂，到施工队伍的各方面领导进入现场，

其间仅有十天时间。因此，电厂的建设根本就不

可能以常规方式进行初勘、终勘、复勘的详细科

学的论证方式和步骤要求进行，更谈不上可行性

方案的研究与制订，以及设计方案的初审与终

审。一切工作只能服从于一个“快”字，就是快

上马、快施工、快投产，一切应该遵循的科学原则

与要求都被“精简”了。整个工程自始至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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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投产的方式进行。特

别是工程开始不久，就遇上了国家遭受严重的自

然灾害。当时，无论是土建和安装队伍，还是电

厂的生产工人，都经受了困难的严峻考验。他们

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原则下，吃在露

天，睡在工棚、破庙或租借农民的房内，都以大

局为重，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现场。有相当一部分

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及生产骨干，经常是两

班或三班连续战斗，不到身体实在支持不了时，

决不下工地休息。那时，国家困难给职工生活上

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粮食不够吃，蔬菜供

不上，一个月难得吃上一公两肉，不少职工患上营

养不良性水肿病，但在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

重，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为

确保电厂施工，宜良县人民政府在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仍给电厂工地调来蔬菜和一部分粮食；为

控制水肿病的扩大，中共曲靖地委调给电厂工地

一千公斤黄豆；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援和关怀，更

加鼓舞了电厂全体职工。

阳宗海电厂的兴建，旨在缓和“大跃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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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来滇中地区的严重缺电局面，是t势在必行

的。但是，在当时高指标i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
思想泛滥的形势下，’电厂建设受到_严重影响，既

缺乏基建前期工作应有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又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态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从而造成煤种与锅炉设

计要求不配套；施工与安装不讲究质量要求；主

辅设备来自全国24个省、市，抓到什么装什么，

无法讲究严格配套；工人队伍缺乏有效的技术培

训；管理缺乏一套科学制度等等问题被忽视了；

电厂竣工后的头两年，基本成天忙于处理事故的

混乱状态。

1961年上半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四季度，在以黎伟

同志负责的省委工作组进厂后，对设备投产后生

产上不去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在广泛听

取工程技术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冷静地坐下来用

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建厂的经验教训。为了稳定生

产，改变事故频繁的混乱局面，结合设备现状，

制定了．“安全、稳定、均衡、，低耗”的方针。在



生产运行方式上，采取三炉三机运行，一炉一机

备用，．．一炉一机太修的措施。同年12月15．日，通

过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讨论，作出：1962年的任

务是由三炉三机二万七向四炉四机三万六过渡，

巩固四炉四机，为1963年实现安全满发仓隧条件
的决定。全厂上下围绕中心，逐步开展设备改

造和填平补齐工作，生产开始走上正轨并有了新

的起色。特别是在科学地鉴定锅炉不适应当地煤

种的问题得出结论后，从1964年起采用烟、褐煤

混合掺烧方案，生产更加走向稳定，1966年各项

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但是，1966年底， “文化革命”席卷全国，

生产工作急转直下，机炉维修、技术改造、填平

补齐等工作停滞不前，仅能保持一机一炉向昆明

送电，厂内工作形成建厂后的第二个低潮。粉碎

“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由于各项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全厂职工

以主人翁姿态推动了生产工作的飞跃，各项经济

技术指标逐年刷新，全厂呈现一派生气蓬勃的景

象，是建厂以来出现的第二个令人振奋的高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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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一。：

电厂建成投产后，中央和水电部的有关领导

曾多次来厂视察和了解生产情况。1962年6月1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
的朱德元帅亲临电厂视察，听取了厂领导的生产

汇报；水电部长钱正英先后于1964年和1985年两

次到厂了解生产情况，水电部长刘澜波于1965年

来厂视察时，不仅到车间了解生产状况，还深入

职工食堂询问和关心职工生活情况；1982年，水

电部副部长(现国务院总理)李鹏，也曾到厂检
查工作。中央领导到阳宗海电厂视察工作，给全

厂职工以极大的关怀和鼓舞，也是进一步对电厂

抓好机炉改造，争取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在双

文明建设中实现老厂变新貌的有力推动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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