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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水电工程

第一节水电建设

修河流域电力资源丰富。1993年《修河溉域规划》载：修f目流域水力资源

理论蕴藏量为研24万t瓦，可开发晕为6495万下札，每平方t米的水力资

源蕴藏量为44 4千瓦，IⅡ升发量超过1万下＆的县(市)有：铜鼓、修水武宁、

永修，萁中修水、武j+州县占可开发量的82 6％。1949年前流域没有水力发电

设施。最早尝试水电站建蛙是在1958年冬，修河流域建的第座水电站即蜷

水县红色水库电站，装机12千K按照苏联1j(电站设汁规范设计，自B制造术

制水轮机发电。南于当时

役备缺乏且简陋螺帽采

取自制，导线州铁艘代

替=试建和期，几于都是

木制水轮机和8号铁丝

代用输电导线。真讵大规

模琏行水电建设是在水

库建设高潮完战后的20

世纪60年代中期，这时

流域由大小水库T程达

300多庄．随即而柬的建

造坝后电站、渠道电站则



是顺理成章的了。

修河流域的小水电建设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以修水、武宁为代表的流域西

北部山区多崇山峻岭，河流湍急，山泉、瀑布众多，有发展小水电的优越条件。

在小水电发展初始阶段，注重利用引水砌堰、河流落差进行发电，修水利用水

轮泵进行发电达几千千瓦。在平原、丘陵地区的永修等地，虽有溪流但坡降平

缓，在小水电发展初始，多半在建成的水库上建坝后式或渠道落差电站。

修河流域小水电建设的基本轨迹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小河流域到大

河流域，从低水头到中水头再到梯级开发，从木制压力管到水泥压力管，再到

村组自己动手办，一步一步将水电事业推向前进。

修河流域的水电建设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致经历了试点、发展和农村

水电初级电气化三个阶段。

一、试点阶段

1956年4月，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批转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开发农村小型水

力发电工作的报告》，当年江西省水利厅与省重工业厅合作，在安义县鼎湖乡

示范建成了江西省第一座木制水轮机小型水力发电站。在省试办第一座水力

发电站后，武宁路151五泉洞建成12千瓦的自制木质旋桨式水轮机小水电站。

修河流域各县都已经试办小水电站。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后，1965年掀起建设水

轮泵站高潮，大多数泵站安装发电机发电，至1969年，流域内的铜鼓、修水、武

宁、永修4县小水电装机增至3670千瓦。

二、发展阶段

1969年，由国务院主持，水利电力部在福建召开了全国山区小水电现场会

议，提出了小水电建设要充分依靠群众，发扬“大寨精神”，实行“小型为主，社

办为主，地方自行制造为主”的方针，坚持为农田排灌、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

工，县社“五小”工业和广大农村生活照明用电服务的方向，进一步制订了有

关政策和措施。规划上实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治水办电相结合”的原则；

建设上发动县、社、队各级办电；推行“谁建，谁管，归社所有”(后改为“谁建，

谁有，谁管，谁受益”)的政策；资金上执行主要依靠社队集体经济和地方自

筹，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的政策；单机500千瓦以下电站主要由社队筹办，国家

从小型农田水利事业费中给予补助，相当于投资的20％；单机500千瓦以上电

站主要由地、县、举办，省厅审查，列入水利或地方电力基建计划。国家一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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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投资的40％～50％。大小电网关系上要求大电网本着支援农业的精神，积极

支持小电站并网，小电站并网后所有权不变，电网以保本不赚的原则确定小电

站上网电价。以上政策、措施的制定，调动了地方、群众办电的积极性。20世纪

70年代，修河流域结合治水办电，相继开工建设了郭家滩、湘竹、源口一级、车

联堰、柘林灌区渠首等几百到几千千瓦的水电站。

三、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阶段

经国务院批准，1980年，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成都共

同召开了全国小水电现场会议。为了适应农村以推行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

的一系列改革，1982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小水电资源，

首批建设100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争取到1990年100个县

实行初级电气化。1983年，水利电力部在北京召开了电气化试点县座谈会，会

后批准了100个电气化县名单。国务院在批示中强调指出，农村电气化是8亿

农民的大事，在国家兴办大中型电力建设的同时，提倡以地方和群众自力更生

为主，积极发展小水电，实现农村电气化，这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

加快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边远地区和穷困地区建设中带有战略意义的

大问题。从此，小水电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小水电的范畴

已由单机组容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500千瓦，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2．5

万千瓦以上。以小水电站为主体的地方电力已成为发展地方国民经济和“以电

脱贫”，增强农业后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农村电气化的重要力量。国家相继实

施了三批农村初级电气化县建设，即“七五”期间的100个县、“八五”期间的

200个县和“九五”期间的300个县。武宁县和铜鼓县被批准列入第二批电气

化县建设，修水县被批准列入第三批电气化县建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地方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一

系列积极发展小水电，实现农村电力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主要有：“谁建、谁

有、谁管、谁受益”的“四谁”政策发展为“自建、自管、自用”的“三自方针”和

“建管统一、发展统一”的原则；地方水、火电企业和转供电企业实行“以电养

电”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对于修河流域的水电建设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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