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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 新安江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
★浙江省社科联 |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 联合推出★

红 色 宝 藏红 色 宝 藏
——走进红馆学党史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的电厂是被敌人袭击的重

要目标。1950年2月6日，来自国民党的敌机空袭，杨

树浦火电厂与闸北火电厂损失惨重，市区大面积停

电。2 月 21 日，闸北电厂再度遭到轰炸，一个月后才

修复发电，给上海市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

失。

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曾亲自视

察被轰炸的杨树浦发电厂。如此困境，让人意识到，单

靠火电厂无法保障华东地区电力供应，必须发展水电

才能在上海的电厂被破坏时顶上去。

然而，在以平原为主的长三角地区，适合开发水电

的选择不多。于是，解放前就被水利专家关注的新安

江水利资源，成为开发选项。

新安江水电站兴建前，浙江省只建设过两个规模

不大的水电站，一个是1950年开工兴建的装机容量为

200千瓦的金华湖海塘水电站，一个是 1951 年开工兴

建的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的黄坛口水电站。

装机容量 66.25 万千瓦的新安江水电站，其规模

不仅大大超过当时我国已建、在建的水电站，也超过了

被誉为苏联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

中国人能否以自己的勘测、设计、施工、制造力

量来完成这座大型水电站？被视为新中国水电开发

试金石的大型水电站落户新安江，并不是轻率的决

定。

1952年，新中国再度启动新安江水电站的勘测研

究和开发论证。几经讨论，装机 66.25 万千瓦量级水

电站方案被最终确定。1956年6月20日，应电力工业

部请求，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为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

建设项目的新安江水电站工程，提前列入第一个五年

计划和1956年计划，工期五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有她

从1956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建设者

赶赴新安江加入这场位于浙西峡谷间的伟大

建设。1958年末，新安江水电工程局达到最

高职工数20050人。

当时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电站建设经

验也极其匮乏，建设者充分发扬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建设奇

迹。

“基础开挖时期，采用昼夜三班作业，高峰

时投入手风钻180余台、开挖工人3500余人，

最高日开挖强度7571立方米，仅用了22个月

便完成全部开挖工程。”项传发说。

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希望改变国

家落后面貌的心情是迫切的。原本计划5年

工期，建设者们提出争取 3 年完成。为实现

1960 年发电，在 1958 年的建设高潮中，响应

工程局党委的号召，干部和工人“同吃、同住、

同劳动、同商量”，三分之一的机关干部分赴生

产第一线。被分配到电站机要处的项传发自

告奋勇地上了工地浇捣队。

3年建成“三自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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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故事

，你有时间吗

站在新安江大坝上，看着巨大溢道口和橘红色的门式起重机，回想起去年夏日，水库建成

61年来首次9孔泄洪的壮观场面。

那一次，让新安江水电站以一种“网红”的形式刷屏，海量的“农夫山泉”伴随着“千岛湖

鱼头”滚滚而来的画面让上亿网民大开眼界。

随之走红的，是新安江水电站建站的动人故事。

其实，新安江水电站早就是一个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她有多重头衔：“全国水电科普教

育基地”、“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主题党日活动基地”、“浙江省青少年红色之

旅经典景区”、“杭州市青少年第二课堂”⋯⋯

“红色宝藏——走进红馆学党史”系列报道，记者跟随新安江电厂原副厂长项传发，在

宏伟的大坝上和展览馆中回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三自电站”

的历史。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余敬基

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

新安江水电站，中国基建试金石
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

新安江水电站，中国基建试金石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开工后，遇到的困难

特别多。”项传发说。

风钻不够，工人们就挥动18磅榔头，将钢

钎扎进岩石，打出一个个炮眼；没有挖土机、汽

车，就用簸箕装渣，肩挑背扛；没公路，就发明

了滚轮的方法运送设备；缺少大马力吊机，就

加粗钢丝绳来吊。

用铁丝做铁芯，用铝线代替铜线做电焊机。

为了不错失第一个枯水期，在机械化、自动化混

凝土生产系统建成前，工人们“创造条件，土法上

马，先土后洋，两条腿走路”，采用人工采挖砂石

料、小型拌和机拌和混凝土、汽车和手推车运输

等办法，将浇捣拦河大坝的时间提前了半年。

施工环境的恶劣没有吓住建设者，但贫乏

的施工资源倒是常常困扰着建设者，特别是在

1959年上半年，连续降雨，洪水冲击施工中的

围堰及坝段，左岸坝头突然塌方，20多万立方

米碎石填满了施工中的左岸基坑。

在工程党委会同技术专家向省委领导递

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后，4月9日，周恩来总理亲

临工地视察，解决了水泥短缺问题，并写下了激

动人心的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

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这幅题字，至今还悬挂在电厂的首台水轮

发电机（4号机）旁，几十年来鼓舞着建设者和水

利工作者的斗志。

周总理题字鼓舞斗志

现场勘测图

开工现场图

周恩来题字展示在4号机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