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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缺缺电电到到限限电电再再到到““点点电电””，，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全全国国一一流流
至2013年底，烟台电网已发展成为具有较高供电能力的区域电网电，是一个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

备元素，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能
量。走过上百年，烟台电力从无到有，从有
到强，这个过程也是对烟台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个有力见证。尤其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开始，一个又一个发电厂的建设，让
烟台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也让烟台的老
百姓切实过上了“万家灯火”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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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
烟台那时就有了电

在电力退休职工江之均家中，江老向
记者追忆着有关烟台电力发展的一幕幕
往事。江之均今年已过古稀之年，在烟台
老发电厂工作的几十年里，干过线路维修
工、锅炉工等多个工种。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老百姓居家
过日子，根本就没有电的概念。”江老回忆
当年父辈的讲述：每到夜晚，旧烟台除了
几家大的商号、饭馆、手工业作坊、洋行等
有几处昏暗的灯光外，其他大街小巷都是
漆黑一片，百姓都是点着洋蜡、油灯度过
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烟台电力研究专家秦奎福告诉记者，
其实烟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电。1898

年，德国人拉过一台发电机到青岛，供领
事馆用，标志着山东有了电。其后，清朝政
府兵工厂从北京迁到德州，带过去一台发
电机，这是山东第二座有电的地市。德国
侵占青岛以后修胶济线，修到潍坊，在潍
坊运来一台发电机，这是第三座有电的城
市。

1905年，烟台商人孙克选自投4万余两
白银，并邀同仁共集资15万两，从上海恒
丰有限公司购置了5000盏灯的电力设备，
包括一台发电机组，在烟台市河东沿矿地
(现烟台市芝罘区西大街49号)创办了“烟
台全埠华商电灯有限公司”，标志着烟台
这座城市有了电，和济南一起，成为山东
省第四座有电城市。

电网规模小

照明用电很有限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烟台市电网

规模还比较小，电源容量有限，电力供应比较
紧张，为了满足当时的工业用电，照明用电经
常被限制，白天照明基本上不供电，只有晚上
才供几个小时的电，“电”成为了当时百姓的一
种等待与企盼。

“孩子们晚上做作业必须集中在这一个时
间段，要不就没有灯了，只能借助蜡烛或煤油
灯来照明，时间长了，孩子的视力就会受到影
响。”回忆起来，江之均脸上写满了无奈。由于
当时市区只有3条线路，离发电厂越远电压越
低，远离发电厂的住户经常会出现电压不稳、
灯泡不亮的情况，包括后来有了春节联欢晚
会，有时看不完就没电了。

截至1980年底，全烟台(包括现威海市)的
主力电厂仅烟台发电厂一座，总装机容量为
12 . 7万千瓦，其余除有十三座6000千瓦以下的
小厂外，再就还有用户的自备柴油发电机组
2623台，总装机容量仅8 . 016千瓦时，整个烟台
地区装机总容量总共只有20 . 716千瓦时。电力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缺电、限电情况严重，群众
要电的呼声此起彼伏。因此，加快发展电力工
业成为烟台地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并入山东电网，百姓用电终于顺畅

1 9 7 5年以前，烟台地区供电
是以地方电厂为核心的辐射性方
式向周边地区供电，没有形成统
一的地区电网，最高供电电压等
级也只有3 5千伏。直至1 9 7 6年和
1977年，随着烟芦(黄)、烟文、烟徐
三条1 1 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相
继投运，烟台电网的雏型才基本
形成。1 9 8 0年1 2月2 3日，2 2 0千伏
潍(坊)-招(远)线，220千伏招远变
电站投产送电，烟台电网并入山
东电网，并开始了它的飞速发展
阶段。

1995年6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
府在烟台召开全省三电工作暨峰
谷分时电价现场会，推广烟台市的
经验和做法，时任省长的李春亭到
会讲话，并奖励烟台市电力负荷2

万千瓦。期间副省长韩寓群、省电
力局局长徐福田视察烟台电业局。
到1998年11月24日，在国家电力公

司首批命名的三个“全国一流供电
企业”中，烟台电业局排在了第一
位。

2012年9月19日，烟台首座220

千伏智能变电站——— 芝罘变电站
改造竣工，送电投运。至2013年底，
烟台电网已发展成为以500千伏为
骨架，220千伏为重要支撑，110千伏
为主要二次送电，具有较高供电能
力的区域电网。

“‘等电’已经成为历史，现在
老百姓都已经开始享受‘点电’待
遇了。”江老脸上挂满了老电力人
的喜悦，他说，以前用电都有时间
限制，到了点才能用。现在好了，什
么时间用电都可以，随时打开电视
都能看，随时都可以拿电壶烧水泡
茶喝，家里的洗衣机、冰箱、空调、
电灯等电器，啥时候用都有电，老
百姓完全掌握了用电的主动权，乐
享“点电”生活。

“孩子们晚上做作业必须
集中在这一个时间段，要不就
没有灯了，只能借助蜡烛或煤
油灯来照明，时间长了，孩子
的视力就会受到影响。”

“限电，限电，一拉路黑一
片。”

“‘等电’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老百姓都已经开始享受

‘点电’待遇了。”
——— 江之均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烟台地区的黄县(现
龙口市)相继投产了洼里、桑园煤矿，并已经
开始建设北皂、梁家等较大型煤矿。由于上
述煤矿生产的煤主要是油页岩和褐煤，工业
用途欠佳，而北皂煤矿的储量较为丰富，适
合电厂燃煤。严峻的电力形势加之当时黄县
地区投产和在建了一批煤矿，天时地利，使
龙口电厂的建设成为可能。

于是，烟台地区拟在龙口兴建坑口电
站，并向山东省政府、山东省电力局、国家水
电部提出了建设龙口电厂的申请报告。

1979年7月19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复了龙
口电厂一期工程，两个10万千瓦机组的计划
任务书。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时
期，国家财力十分紧张，单靠国家投资建设
电厂，势必会影响电厂建设进度，烟台地区
缺电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根据国家计委的
倡议，国家水电部与烟台地区商定，采用集
资办电的方式，这样龙口电厂建设的资金问
题得到了合理解决。至1981年，国家电力工
业部正式同意中央与地方合资建设经营山
东龙口发电厂。至此，集资办电的决策得到
正式确定。

龙口电厂是全国第一个以集资方式建
设经营的发电厂，打破了中国电力史上独家
办电的老路，为加快电力建设在全国起到了
典型示范作用。

数读烟台用电量
在一本本厚厚的统计年鉴中，能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统计内容，而用电情况则排

在了能源的首位。
在这样一个电气化时代，如果没有了电，很难想象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工厂车间运

转需要电，流水线传送带运行需要电，烧水做饭需要电，就连打电话上网都离不开电。
用电量多少也是经济的“晴雨表”，电量消耗的多少反映着工业制造业的行情，乃至经
济发展的景气度。

缺电限电严重

龙口发电厂诞生

上世纪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烟台市经
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
的需求，远远超过电力发展速度，这使得用
电高峰期间不得不拉路限电，这已成为上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限电，限电，一拉路黑一片。”这是
当时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当时的电业局
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1995年6月30日，
正式向社会各界作出承诺，自7月1日起，
首先在市区实现限电不拉路（不拉闸限
制路灯用电）。

为了兑现承诺，全面实行了峰谷分

时电价，运用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自觉调
整电力负荷，起到了削峰填谷，均衡用电
的作用。并投资550多万元，在市区厂矿
企业客户中安装无线电负荷控制装置，
避免了这些用户因超计划用电而造成的
拉路限电。有效地控制了电网负荷，彻底
改变了烟台市长期以来负荷率低、峰谷
差大的现象，缓解了电力紧张局面。

之后，又相继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莱山区实现了限电不拉路。从而使
烟台市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实现限电不拉
路的城市。

烟台是山东首个“限电不拉路”城市

本报记者 李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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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华能烟
台发电有限公司就
是原来的烟台发电
厂，于2008年12月25

日整体归属华能集
团公司，2010年3月16

日更名为华能烟台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至
2013年底，烟台电网
已发展成为以500千
伏为骨架、2 2 0千伏
为重要支撑、1 1 0千
伏为主要二次送电、
具有较高供电能力
的区域电网。

烟台电力研究专家秦奎福告诉记者，
其实烟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电。 本
报记者 李大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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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龙口发电厂，是全国第一个以
集资方式建设经营的发电厂，打破了中国电力史上独家
办电的老路。（资料片）

1905

年

如今的华能烟台发电有限公司新厂区。

上世纪90年代的华能烟台发电有限公司。（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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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底

国国家家环环境境保保护护模模范范城城是是国国家家环环保保

局局根根据据《《国国家家环环境境保保护护““九九五五””计计划划和和

22001100年年远远景景目目标标》》而而提提出出的的。。它它涵涵盖盖了了

社社会会、、经经济济、、环环境境、、城城建建、、卫卫生生、、园园林林等等方方

面面的的内内容容。。11999988年年烟烟台台获获得得国国家家环环保保模模

范范城城荣荣誉誉称称号号以以来来，，一一直直坚坚持持狠狠抓抓污污染染

防防治治和和生生态态保保护护，，让让大大家家享享受受到到蓝蓝天天白白

云云、、繁繁星星点点点点的的意意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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