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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工业的起源，目前有据可查是1909年装机发电的

伊犁木莎巴也夫皮革厂自备75千瓦蒸汽发电机组，90年来电力工业不断发展

壮大，促进了自治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o

1949年前的40年，新疆饱受战争创伤和自然灾害，电力工业发展缓慢，

1949年底发电装机容量998千瓦，年发电量97万千瓦·时。新疆和平解放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自治区电力工业迅速崛起的里程碑。经过50年的

努力，1990年底发电装机容量190万千瓦，年发电量70亿千瓦·时，1999年

底发电装机容量397万千瓦，年发电量169亿千瓦·时。电力事业兴旺发达，

蒸蒸日上。

自治区电力工业90余年的历史，凝聚着几代电业工作者的智慧和奉献，

业绩昭昭，不可泯没。为了系统、详实地记录各地(州、市)电力工业及电

力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展现电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发奋图强的风彩，以求在

当前与未来的发展与改革事业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新疆电力公司史志编纂委

员会开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工业志丛书》的编纂，以使后人“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有益当代，惠及子孙，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

用。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给我们创造了编纂电

力工业志的良好条件。在各级领导关怀和支持下，通过修志人员不懈的努力，

编拟篇目、收集资料、检索档案、反复考证，用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融资

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指导性为一体，经过精心编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电力工业志丛书》将一部部陆续付梓，与广大读者见面。

编纂电力工业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记述电力事

业发展的史实，为电力行业立言、存史。电力工业志是新型的专业志，力求

资料真实，重点突出，繁简得当，皆有备述，符合时代的要求。但电力工业



并希望它能对自治区电力工业的发展，以及史志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新疆电力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工业志丛书》

编纂委员会

二OoO年七月



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的编纂出版是值得庆

贺的一件大事，因为她萦系着石河子2000多名电力工作者深厚纯朴的感情，韫

蕴着电力工作者的峥嵘岁月。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回首石河子电力工业近50年的发展历史，人们惊

异的发现，她仿佛是自治区乃至共和国建设发展的缩影。唐代开国雄主李世民

说过，“夫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正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衰’’。我相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必将成为一部

好的教科书，使“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起到“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

作为一个曾经把青春年华献给石河子电力事业，又有幸为该书作序的知情

人，面对志书抚今追昔，自有一腔特殊的感情。

石河子具有发展电力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贯穿石河子垦区的玛纳斯

河是新疆境内较大的内陆河，发源于天山依哈比尔尕山口，注入玛纳斯湖，全长

426千米，河道上、中游穿行高山峻岭之间，年平均径流量12．5亿米3，首尾落差

3000多米，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这条蜿蜒曲折的母亲河，在历史上曾经以甘

甜的乳汁哺育过塞种人、月食人、乌孙人、高车人、回鹘人；也曾哺育过以急风暴

雨似的铁蹄震撼欧亚大陆的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今天她仍以慈母般的情

怀，哺育着流域近百万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资料表明，玛纳斯河可开发水电站11座，总装机容量36万千瓦以上，而

现有的4座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仅占其16％，极具发展潜力。另外，据地质勘

测分析，垦区内还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地质构造。距石河子70千米的南山矿

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已查明总储量1亿吨以上。大自然的恩赐，为

我们发展电力事业准备了充足条件。

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发展伴随着共和国的建设步伐。1950年人民解放军二十

二兵团进驻玛纳斯河流域垦荒以后，同时也把标志现代文明的电光带到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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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边远小城。当时是用柴油机发电的，仅用于照明和通信。此后，八一联合

加工厂、八一制糖厂及南山矿区自备电源陆续建设。1961年红山嘴水电厂四级

电站投产，石河子开始有35千伏的输变电网，接着又建成五级电站。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红山嘴二、三级电站建成，输变电网络迅速扩大。20世纪80年代

中期和90年代初期石河子热电厂、石河子市东热电厂相继建成投产，又为石河

子电力工业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石河子迄今已形成主网架为110千伏的

颇具规模的地方性电网，覆盖了全师18个农牧团场和石河子乡，配电线路总长

约3000千米，配电装置总容量达18．1万千伏·安，最大供电半径150千米，总

装机容量15．5万千瓦。

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发展凝聚着广大军垦儿女的血汗。从老红军到老军垦战

士，从支边青年到大中专学生，从转业战士到分配入疆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

报效祖国、马革裹尸的豪情壮志，在这里洒下了热血和汗水，进行了顽强的拼

搏，创造了灿烂和辉煌。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发展凝聚着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关

怀和厚爱。1960年，王震将军曾亲自为红山嘴水电厂调拨电机设备。红山嘴四

级电站投产以后，陶峙岳将军亲笔书写了“水尽其用，改造自然做主人"的题

词。1992年以后，王恩茂、宋汉良等自治区领导先后到石河子市东热电厂进行

视察，金云辉司令员写下了“发展经济，电力先行’’的题词。

著名诗人艾青在《年轻的城》中写道：“石河子是一座新城，你说它是城市，

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很多工厂"。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如果

没有电能，都将失去应有的光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以翔实的材料、朴实的

笔触，描述了石河子电力工业发展的春秋。我对几代建设者呕心沥血创立伟业

肃然起敬，也对编纂者成年累月的辛勤劳作深表感激之情。

我深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有各级领导的关怀，乘西部大开发的东风，

石河子电力工业将得到更大发展，定会为石河子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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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石河子是在地图上崛起的一座军垦新城，享有“戈壁明珠"之美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复员退伍军人和来自全国各地

的知识分子、支边青年，经过近50年的艰苦奋斗，开发和建设了这座崭新的城

市。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及兄弟部队，在新疆

军区代司令员王震的统率下，相继进驻石河子及周边地区，开荒种地发展农业

生产，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

石河子的电力工业，自1955年12月1日兵团粮油联合加工厂第一台400

千瓦柴油发电机发电开始，到1997年底已有42年的历史。

1959年11月，石河子红山嘴四级电站(原二墩电站)破土动工。在国民经

济三年困难时期，电站建设者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

献的创业精神，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地、割苇子、打土块、盖房子，为电站建

设创造条件。1961年6月，石河子红山嘴四级电站3号机组投入运行后，电站

职工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运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运

行管理水平。电站职工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硬骨头作风，战酷暑严寒，斗

洪水草害，抗冰洪侵袭，克服重重困难，确保发电机组正常运行。经过10年的

建设和发展，到1969年5月，石河子红山嘴水力发电厂(简称红山嘴水电厂)

四、五级电站各3台3000千瓦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石河子红山嘴水电厂加快了二、三级电

站的建设速度。到1981年11月，红山嘴水电厂二级电站的4台3200千瓦发电

机组和三级电站的3台8750千瓦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行。石河子电网的水电

装机总容量为57050千瓦。

1986年6月，石河子热电厂破土动工。1991年4月，石河子市东热电厂开

工修建。到1997年12月，石河子热电厂3台12000千瓦和2台6000千瓦发电

机组、石河子市东热电厂2台12000千瓦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行。石河子电网

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到1997年底已有水电厂1座，热电厂2座，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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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容量为15．5万千瓦，是1961年装机容量的15．15倍。

1997年全年发电量6．72亿千瓦·时(含自备电站全年发电量1．08亿千

瓦·时)，是1961年全年发电量的46．3倍。1997年全年供电量6．33亿千瓦·

时，是1961年全年供电量的46．2倍。

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石河子垦区的开发和建设，为石河子垦区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石河子电力工

业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专业技术人员，并充

实到电力企业各级领导岗位上，在电力建设、电力生产和电力供应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石河子红山嘴水电厂水电设备安装大队和供电公司线路工区的干部

职工，足迹踏遍天山南北，为各地州和兵团、各兄弟师安装了多座水电站、变

电所，架设了多条输电线路，为自治区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创建与发展，凝聚着广大电业职工的辛劳与汗水，渗透

着广大电业职工的青春和智慧，展示了广大电业职工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敬

业爱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

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我们编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提供了丰富素

材，创造了良好条件，盛世修志，大有可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在编纂过程

中力求真实、准确，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翔实地记录了石河子

电力工业创建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是石河子广大电

业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和专业志书。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指导性为一

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在石河子电力工业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和“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

红山嘴水电厂、石河子供电公司、石河子热电厂、石河子市东热电厂、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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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局机关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离退休干部职工的大

力支持；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工业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

持。谨向参与和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暨石河子市电力工业志》编纂

工作的所有单位和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回顾过去，艰苦创业，雄关漫道真如铁；展望未来，前程光明，而今迈步

从头越。让我们振奋精神，鼓足勇气，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同心同德，群策

群力，继续谱写石河子电力工业的辉煌篇章。以“安全满发、多供少损"的优

异成绩，迎接绚丽多彩的新世纪。

朱祖均

1999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工业志丛书》中的一个分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准则，记述了石河子电力工业的起始、发展和现状，由概述、志的

建设、电力生产、用电、科技教育、安全保卫、多种经营与职工福利、管理、党

群)、人物、大事记组成，卷首有总序、序言、凡例，卷末有附录、编后记。

二、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由述、志、记、图、表、录等体裁组成，志为

主体，横分门类，纵记史实，一般设篇、章、节3个层次。节以下视内容需要

再设目、子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

三、本志记事的时间断限，上限为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进

驻石河子一带垦荒始，下限至1997年底，石河子电力系统改制前夕。

四、本志中字体、标点符号、计量单位、技术术语的使用，均按国家有关

部门颁布的标准及自治区电力工业史志鉴编委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工

业志丛书>行文规范》执行。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石河子电力工业公司(局)资料室、红山嘴水力发电

厂档案室、石河子供电公司档案室、石河子热电厂资料室、石河子市东热电厂

资料室、知情人士口碑资料、实物资料；统计数据辑自石河子电力调度所电力

调度年报表、各厂(公司)年度统计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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