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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千秋事业。在

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形势下，峨山供电有限责任

公司组织开展了《峨山电力工业志》编修工作。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

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在较短时间内写出了反映峨山电力工业发展变革的第一本志

书，这是峨山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志书的问

世，实为幸事，我们作为电力工业战线上的一名参与者、建设者，倍感欣慰，遵嘱作

序，以表祝贺。

峨山的电力工业虽然起步晚，到2004年，仅有48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峨山县电力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 嗣
发扬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终于在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诞生的

龇“龌

这块荒僻而又富饶、落后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供、

用电网络，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不少启迪后人的宝贵经验。当然，也出现

过某些失误和教训。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峨山电力公司解放思想，抓住机

遇，深化改革，使峨山的电力工业建设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谱写了峨山电力工业

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峨山电力工业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峨山电力工业的特点，以改革发展为主线，真实

地记述了峨山电力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48年来峨山电力职工艰苦奋斗的

精神风貌。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在志书中，记载了峨山电力工业建设与发展中

的许多成就和经验，同时，也客观地记载了失误和教训。我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

定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欲晓大道，必先知史”。我希望峨山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借志书出版之机，在广

大电力职工中深入广泛地开展一次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从历史的轨迹和现

实状况的研究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把峨山电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向更高的层

次，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编写志书的目的所在。

编写志书，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且非众力难于成书。《峨山电力工业志》的

问世，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峨山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党政领导和各

部、室共同努力的结果。值此志书出版付印之际，谨向参与本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以

及关心、支持全市电力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杨育鉴马庆国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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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电力工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电力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关系到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惠及着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峨山是个山区农业县，全县农村经

济的发展和城乡社会事业的进步，如果没有电力工业的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因

此，进一步拓展、探索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事业服务的新领域、新途径，不断适应新

时期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客观要求。

《峨山电力工业志》是我县广大电力工作者奉献给祖国电力事业的一份珍贵礼

翳碉 物。它凝结着我县全体电力工作者的心血，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电力事业的热爱之情。

它的成书问世，是我县电力战线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件大事，值得可喜可贺。

“欲晓大道。必先知史”，志书是一面镜子。峨山电力工业的发展，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经历了48年的曲折发展历程。毋庸置疑，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是值得

认真总结的，是值得载人史册、以资借鉴的。峨山供电有限公司组织编纂的《峨山

电力工业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峨山电力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状况，既总结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又客观

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教训，为今后电力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电力工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殷切期望广大电力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

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不断

发展峨山的电力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值此《峨山电力工业志》付梓问世之际，倍感欣慰，遵嘱作序，以表祝贺。

中共峨山县委书记叶本功

峨山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宏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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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峨山电力工业志》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编纂，终于问世了。这是峨山电力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后人一份宝贵

的精神财富。她的问世，填补了峨山电力工业史志的空白。此书的付梓，可喜可贺。

峨山的电力事业，从1956年起步，到2004年，已经历了48个春秋。48年来，

全县广大电力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关怀下，团结奋斗，艰

苦创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电力事业由一片空白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峨山电力

工业志》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这一时期峨山电力工业的变迁和光辉业绩，展现了这

一时期电力工业的发展轨迹，反映了电力企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忠实

地记录了48年来峨山电力事业发展的历史。 彬了礴

这部志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电力工业的发展情况，
～棚

是为电力行业立言、存史的。志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准确可靠的数据，精炼流畅的

文字，全方位地揭示了峨山电力工业所走过的不平坦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令人鼓舞

的成就和经验，也可看到发人深省的失误和教训。可以说，这部志书是峨山电力工作

者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是一部发展史、创业史。在今后的岁月中，它将起到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但企业修志是20世纪80年代中

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这一新形势下，我们编修电力

志．利用这种形式对峨山电力工业几十年的工作进行总结，以启迪后人，进一步促进

峨山电力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修志尚属首次，由于经验不足，可

供借鉴的参考书籍又少，加上历史资料流失，难以搜集，故不当之处再所难免。在本

志的编纂过程中，玉溪供电局《玉溪电力工业志》编纂办公室、中共峨山县委史志

编纂办公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尤其是在业务方面给予了指导，峨山供电有限

责任公司各基层站所、部、室也鼎力相助。全体编纂人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的

科学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反复核校，仅用一

年时间就完成了编纂工作。这是电力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全体编纂人员通力协作的

结果。

在志书付梓之际，谨向为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委成员、编纂人员和所有关心、

支持编纂本志的各级各部门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陈裕昆龙正武

2006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峨山县电力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峨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等地方志基本体裁。篇目设置

尽量做到分类科学，归属得当，排列有序，层次分明。照片、序言置于前，概述、大

事记居正文之首，鸟瞰全书；正文共设置7章30节，为志书主体；附录、编纂始末

列志书末尾；图表穿插在正文之中。

三、本志上限时间从有资料时追溯，下限断至2004年。纪年书写：以公元纪年

为主，记述中尽量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峨

山彝族自治县，简称峨山县。单位、机构称谓，除首次用全称外，其余按流行的

简称。

四、本志所用资料，以历史档案、政府文件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为准，求实

存真。口碑资料经过核实考证以后采用。

五、本志一律采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语体文。尽量做到文风朴实、简明，行文流

畅。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计量单位、数字、标点符号一律按国家

有关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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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峨山县位于云南省中部，东接玉溪市红塔区，东南与通海县交界，南与红河州石

屏县接壤，西南与新平县山水相连，西北与楚雄州双柏县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县相

通，东北与昆明市晋宁县毗邻。其地理坐标为北纬2401’一24。32’，东经101。52 7—

102031’。县境南北最大纵距56．7千米，东西最大横距74．6千米，总面积1 972平方

千米，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6％。2004年底，全县有总人口15万人，其中有

彝、汉、哈尼、回等20多个民族，是云南省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昆洛公路(213国道)横穿县境，是通往滇南至东南亚各国

的要道。省道易峨公路纵贯南北。 移1强

境内群山起伏，峰峦叠翠，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以铁、煤、石灰石为主。其中铁

矿、煤矿储量最多，硅、铜、铅、锌、高岭土、大理石、花岗岩等次之。境内山场宽

广，森林茂密，植被良好，森林覆盖率较高。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是自治

县的特色。全县有绿汁江、猊江、化念河等7条主要河流。按流域可分为：珠江、红

河两大流域。其中，珠江流域面积达500平方千米，主要河流有猊江、练江、绿冲

河、莫车河等。红河流域面积达1 441平方千米，主要河流有绿汁江、甸中河、大龙

潭河、亚尼河等。全县水能蕴藏量达2．817万千瓦，可开发利用量为1．69万千瓦。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峨山县各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同自然灾害进行不懈

斗争中，也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不断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自明

代(公元1450年前后)开始，峨山境内的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地对水能资源进行开发

利用。但水能的利用率非常低，只有民间的一些水磨、水碾、水碓等简易的水力加工

设备。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境内的水利电力资源开发较晚。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

程中，全县广大山区农村居民生活照明靠火塘、松明、煤油等，农副产品的加工主要

靠人工推磨、碾打，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峨山县在全省率先实行了民族区域自

治。历届县委和政府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推动

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电力工业的发展相当迅速，并取得了巨大成

就。1956—2004年48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创业史、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以下三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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