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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天生港发电厂志》，是天生港发电厂建厂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

系统地介绍企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汇集，门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

富，资料翔实可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天生港发电厂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历程，道路曲

折崎岖，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34年建成第一台发电机组到

1949年解放前，电厂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国民党官僚资本

的统治，生产不仅没有发展，甚至还出现了倒退。此间，热心于电力事

业的有识之士，虽几次在艰难竭蹶之中谋图扩建，但计划总化为泡

影，展现面前的始终是暗淡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创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获得了解

放，广大职工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不断地把生产和建设推

向前进。全厂装机容量从解放前的5000千瓦增加到32．4万千瓦，年

发电量从3000万千瓦时增长到23．35亿千瓦时，成为江苏省大型骨

干电厂之一。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使电厂发生

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安全经济技术指标不断创造先进水平，管理跃

上新的台阶，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昔相比，真有天壤

之别。电厂的创业发展史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发展生产

力的巨大优越性。

编写这样一本志书，主要是为了电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需要。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电厂之所以有今天，是全厂几代职

工为之奋斗的结果，他们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功业昭昭，理应永载史册。电厂是一个老厂，长期的生产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是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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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加以发掘和总结，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有益于后世。电厂

长期培育形成的“艰苦奋斗、敢打硬仗、遵章守纪、开拓前进”的企业

精神，对今后教育年轻一代，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天生港发电厂志》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经过考证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几经寒暑，几易其稿，编纂而成，

它凝聚了编写人员的大量心血。鉴往知来，志书所展示的电厂历史发

展变化和兴衰成败得失，对我们做好今后工作可资借鉴，大有裨益，

也可为希望了解电厂情况的一些读者提供一部可信的资料。志书的

编辑出版又适逢建厂60周年之际，确实是一件值得称道、值得庆贺

的好事。

葛铭祥舄铭秤

1994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客观地反映天生港发电厂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以述、志、传、记、图、表、录等体裁记叙。志为主体，横排

纵述，分“基本建设’’、“生产”、“管理”、“多种经营’’、“教育培训"、“职

工’’、“党群组织”、“人物"八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目下不设子目，

必要时以方括号【】区分层次。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起于1920年，下断于1991年。对断限以外

具有连续性的个别史实适当上溯下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

用朝代年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

用公元纪年的方法。解放前后以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分界。．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用第三人称书写。正文涉及的人

物，一般均直呼其名，不称职衔，不加褒贬。文字、标点i数字、计量用

法均执行国家已经公布的有关指示、命令和规定。

’五、本志资料绝大部分摘自档案，部分来自采访和回忆。入志资

料均经考证，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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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领导成员在研究工作

近年来获得的部分荣誉与称号

天生港发电厂垒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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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干30年代的天生港发电厂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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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建设的二车阃

70年代韧电厂自力更生制造2 5玎千瓦汽轮发电机组

安装于二车问的2台25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

天生港发电厂主控制室 日}士阀门专家到电厂与管阀班工人交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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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三车间内的2台12 5万千瓦超高压机组

2 5万千瓦机组集控室



天生港发电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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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港发电厂职工学校

职工图书阅览室 电厂职工文艺演出

全厂职工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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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6月出席《天生港发电厂志》研讨舍的历任厂缓干部

／

1991年10月11日《天生港发电厂志》评审会参加^员



目 录

概述⋯”⋯··⋯⋯⋯··⋯··⋯··⋯⋯⋯⋯⋯⋯”⋯···”·⋯⋯⋯·一⋯⋯⋯⋯⋯⋯(1)

第一章基本建设⋯⋯⋯⋯⋯⋯⋯⋯⋯⋯⋯⋯⋯⋯⋯⋯⋯⋯⋯⋯⋯⋯⋯⋯(7)

第一节厂址概况⋯⋯⋯⋯⋯⋯⋯⋯⋯⋯⋯⋯⋯⋯⋯⋯⋯⋯⋯⋯⋯⋯⋯(7)

一、地理位置⋯⋯⋯⋯⋯⋯⋯⋯⋯⋯⋯⋯⋯⋯⋯⋯⋯⋯⋯⋯⋯⋯⋯⋯(7)

二、自然条件⋯⋯⋯⋯⋯⋯⋯⋯⋯⋯⋯⋯⋯⋯⋯⋯⋯⋯⋯⋯⋯．．．⋯⋯(7)

三、厂区布置⋯⋯⋯⋯⋯⋯⋯⋯⋯⋯⋯⋯⋯⋯⋯⋯⋯⋯⋯⋯⋯⋯⋯⋯(8)

第二节老厂建设⋯⋯⋯⋯⋯⋯⋯⋯⋯⋯⋯o⋯⋯⋯⋯⋯⋯⋯⋯⋯⋯⋯(9)

一、5000千瓦机组工程⋯⋯⋯⋯⋯⋯⋯⋯⋯⋯⋯⋯⋯⋯⋯⋯⋯⋯⋯⋯(9)

二、7000千瓦机组工程⋯⋯⋯⋯⋯⋯⋯⋯⋯⋯⋯⋯⋯⋯⋯⋯⋯⋯⋯(10)

三、4000千瓦机组工程⋯⋯⋯⋯⋯⋯⋯⋯⋯⋯⋯⋯⋯⋯⋯⋯⋯⋯⋯(10)

第三节茶庵殿发电所工程⋯⋯⋯⋯⋯⋯⋯⋯⋯⋯⋯⋯⋯⋯⋯⋯⋯⋯(11)

第四节新厂扩建⋯⋯⋯⋯⋯⋯⋯⋯⋯⋯⋯⋯⋯⋯⋯⋯⋯⋯⋯⋯⋯⋯(12)

一、第一期工程⋯⋯⋯⋯⋯⋯⋯⋯⋯⋯⋯⋯⋯⋯⋯⋯⋯⋯⋯⋯⋯⋯⋯(12)

二、第二期工程⋯⋯⋯⋯⋯⋯⋯⋯og o oi m⋯⋯⋯⋯⋯⋯⋯⋯⋯⋯⋯⋯⋯(13)

三、第三期工程⋯⋯⋯⋯⋯⋯⋯⋯⋯⋯⋯⋯⋯⋯⋯⋯⋯⋯⋯⋯⋯⋯⋯(14)

四、第四期工程⋯⋯⋯⋯⋯⋯⋯⋯⋯⋯⋯⋯⋯⋯⋯⋯⋯⋯⋯⋯⋯⋯⋯(15)

五、第五期工程⋯⋯⋯⋯⋯⋯⋯⋯⋯⋯⋯⋯⋯⋯⋯⋯⋯⋯⋯⋯⋯⋯e··(16)

第五节辅助设施工程⋯⋯⋯⋯⋯⋯⋯⋯⋯⋯⋯⋯⋯⋯⋯⋯⋯⋯⋯⋯(17)

一、煤场⋯⋯⋯⋯⋯⋯⋯⋯⋯⋯⋯⋯⋯⋯⋯⋯⋯⋯⋯⋯⋯⋯⋯⋯⋯⋯(17)

二、油库⋯⋯⋯⋯⋯⋯⋯⋯⋯⋯⋯⋯⋯⋯⋯⋯⋯⋯⋯⋯⋯⋯⋯⋯⋯⋯(18)

三、灰场·⋯⋯⋯⋯⋯⋯⋯⋯”⋯”·⋯⋯·”⋯⋯⋯⋯”·⋯··⋯···⋯⋯⋯·(19)

第二章生产⋯⋯⋯⋯．．．⋯⋯⋯⋯⋯⋯⋯⋯⋯⋯⋯⋯⋯⋯⋯⋯⋯⋯⋯(21)

第一节生产设备⋯⋯⋯⋯⋯⋯⋯⋯⋯一⋯⋯⋯⋯⋯⋯⋯⋯⋯⋯⋯⋯(2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