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迫切的电力需求

在今天的平山西柏坡纪念馆二楼，
有一座电报长廊。

长廊两侧的白色大理石墙面上，是
用不同数量“A”标示保密级别的密密麻
麻的电文。一阵阵嘀嘀嗒嗒的模拟发报
声，瞬间把人拉回到那个紧张的战争
年代。

1948 年 5 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
机关与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会合，人民解
放军总部亦同时进驻。西柏坡成为中国
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
挥所。

在此后短短 10 个月时间里，党中央
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
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

408封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成为对
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而这些发报机所用的电力，则来自
西柏坡西南约 50 公里处的一座水电
站——沕沕水水电站。

沕沕水水电站，是我党、我军自己勘
察、设计、修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在
那个物资匮乏、斗争激烈的战争年代，沕
沕水水电站的诞生堪称创举。

那么，它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
生的呢？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当年
年初，晋察冀边区第 33兵工厂从张家口
以分散的形式逐步迁到平山县北冶、南
冶、唐家会、罗汉坪等几个村庄，形成了
几个小型兵工厂。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解放战争形
势，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在平山县北冶村
成立了第三兵工生产管理处，以加强武
器弹药生产，支援前线作战。最初，由于
缺乏电力，兵工厂效率很低，远远不能满
足前线需要。

为了解决兵工厂生产用电问题，
1947 年 2 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召开晋察冀边区工业局会议，商讨发电
站建设问题，并责成华北工业局姚依林、
刘鼎等同志负责组织实施。

对于从来没有修建发电站经验的我
党我军来说，首先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
用哪种方式发电？

大家经过讨论，认为火力发电站投资
大、目标明显，而且需要每天运煤、烧煤，
这在交通闭塞的山区很难实现。另一方
面，平山地处太行山区，地势落差较大，水
力资源丰富，修建水电站较为适宜。

为了尽快完成水电站的修建工作，
边区政府将任务派给晋察冀边区工业交
通学院（以下简称工交学院），同时成立

“晋察冀边区第一发电工程处”。工交学
院院长黎亮任工程处主任、总设计师，教
务处主任张子林任工程处副主任。

工程处成立后，随即开始了水电站
的选址工作。黎亮和张子林经过实地调
查发现，兵工厂周边虽然水系众多、水源
充足，但都是水流平缓的河流，用来发电
动力不足。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平山老
乡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平山
北冶乡以南不到十里处，有个叫沕沕水
的村庄。该村人口不多，但青山环抱、溪
水淙淙，还有一处落差不小的瀑布。

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平山知县李
从今编纂《平山县志》，听说西南山区有
神奇瀑布，便翻山越岭、徒步勘察。行至
深处，李从今突然听见“沕沕”的水声，走
近一看，前面山壁险崖，一股水流宛如银
河倾泻而下。这位知县诗兴大发，吟诗一
首，并将这里命名为“沕沕水”。

这个消息，让负责选址的工作人员
喜出望外。1947年3月，工交学院卢成铭
和周士富带领道路班十几名学员到沕沕
水进行实地勘测。大家发现，传说中的沕
沕水其实是一个山泉，由于落差很大而

形成了一个天
然瀑布。

经过初步测算，沕沕水
落差约为 90 米，水量约为 0.36 立方
米/秒，可带动一台功率 200 千瓦左右的
发电机。对当时能源极度缺乏的兵工厂
来说，这样的水力资源已经十分难得。于
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将水电站建在
沕沕水。

水电站定址沕沕水之后不久，1947
年 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委
进驻西柏坡。

刘少奇、朱德到达西柏坡后，十分关
注晋察冀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兵工生产。
朱德指出，“兵工生产对我们结束战争的
快慢有重要意义，要加强兵工生产。”“怎
样才能提早结束战争呢？要多增加手榴
弹、炮弹、炸药，这是重要条件之一。”

在他们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水电
站建设进程开始加速。

艰难的建设过程

在当时技术匮乏、物资紧缺的情况
下，在沕沕水这样一个小山沟里建水力
发电站，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虽然工
交学院有大批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和近
千名进步学生，但他们都没有修建水电
工程经验，只能边摸索、边学习、边建设。

建发电站，最核心的设备自然是发电
机。当时，平山周边的井陉、寿阳、阳泉等
地已经解放，大家就把搜索重点放在了这
些地区。负责寻找发电机的几名同志还乔
装成商人，跑遍了北京、保定、太原等地，
但找到的发电机功率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和沕沕水发电站的需求不匹配。

最终，在从阳泉返回的路上，一行人
途经刚刚解放的井陉矿区，在段家楼矿
里找到了一台德国西门子产的 194千瓦
柴油发电机和部分零部件，正好可改造
成水力发电机。

这台宝贵的发电机，让大家如获至
宝。他们立即联系井陉煤矿军管会，求援
了一辆老式汽车和 30多名战士，将发电
机送往沕沕水。

“从井陉矿区到沕沕水不过 30 多公
里，运输任务却相当艰巨——上有敌机轰
炸，下有深山峡谷，一路多是羊肠山路，一
不小心就会摔下山崖。”负责寻找、护送发
电机的技术员商钧生前曾这样回忆。

为避开敌机骚扰轰炸，运输队员们白
天修路搭桥，夜间秘密行进，用了七个昼
夜才到达沕沕水附近，途中还牺牲了三位
同志。眼看只有几里路就到沕沕水，运输
发电机的汽车却抛了锚。附近村民得知
后，纷纷牵出自家的牛和驴，通过畜拉人
推的办法，终于将发电机送到了沕沕水。

除发电机外，水轮机也是决定水力
发电工程成败的关键部件。但在当时，水
轮机如何设计、具体是什么结构，大家并
不清楚。

幸运的是，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技术
人员在旧书摊发现了一本有关水电的日
文版书籍。略懂一些日语的技术员龚蕴章
一边连蒙带猜地将有关水轮机的内容翻
译成中文，一边同大家研究构造、弄清
原理。

等心里有了谱，他们先用木头摆出
模型，然后照猫画虎，设计图纸。设计完
成后，制作成品的难题又摆到他们面前。
由于当时平山县没有一家机械加工厂，
大家只能到刚刚解放的井陉煤矿寻找加
工厂家。他们带上图纸，化整为零，最终
由三家企业共同完成零部件加工任务。

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技术人员
终于完成了水轮机制造任务。

发电机、水轮机都有了，接下来就是

大 规 模 的
土 木 建 筑 工 程 。
1947 年 9 月，晋察冀边区
第一发电工程处划归晋察冀军
区第三兵工生产管理处。沕沕水水电站
改称16分厂，商钧成为第一任厂长。

“发电厂最初设置了土木、机械、电
气、材料、总务、秘书室等几个部门，其中
土木、机械、电气为三大主体部门。”商钧
回忆，首先开工的是土木工程，由土木科
科长卢成铭带领100多名学生为主力，辅
以从山西平定县雇用的少数石匠和抬石
子工，以及沕沕水附近部分村民。

为了保证水能充足，水力发电站需
要配建蓄水池。但是建一个蓄水池，需要
300 吨水泥。这么多水泥要从哪儿找呢？
更何况，当地老乡压根儿就没见过水泥。

就在施工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老
乡们又给支了个招儿——原来，当地人
虽不用水泥，但是经常使用一种叫三合
土的建筑材料，就是沙子、石灰、红土按
照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土。还有乡亲们
打包票：“这个很结实，不比你们说的什
么水泥差。”

由于工程量大，施工队员们加班加
点，用了几个月才基本完成施工。这段难
忘的历史，至今还在沕沕水当地百姓中
流传。在采访过程中，年逾七旬的沕沕水
村村民王振海告诉记者，修建蓄水池时，
他的父亲就曾在工地上背过红土。

经过试验，用三合土和石块建成的
蓄水池果然十分坚固。如今，这个蓄水池
已经成为沕沕水景区的一个著名景点。

到1947年底，土木建筑、机组安装、管
道铺设、电网架设等工程均已竣工，沕沕
水水电站基本建成并一次试车成功。整个
工程共动用土石方约8000立方米，浆砌一
条1公里长的引水渠，架设高压线路46公
里、电话线128公里，装置配电设施8处。

伟大的边区创举

在今天的沕沕水景区发电站旧址，当
年的水轮机依然安静地陈列在室内。水轮
机的开关是一个木质轮盘，虽已十分陈
旧，但摸上去依旧光滑。

75 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
德亲手转动这个木轮盘，宣告沕沕水水
电站正式落成、发电。

时间回到 1948 年 1 月 25 日，一个令
所有水电站建设者难忘的日子。晋察冀
边区政府决定在这天举行沕沕水发电站
落成典礼，参与建设的专家、老师、学生
以及当地百姓都非常激动，早早聚集到
发电站前。

上午 10 时，一辆美式吉普车沿山路
缓缓驶来。车子停下来，身材魁梧、神采
奕奕的朱德走下车来，只见他身着灰色
棉布军装，脚蹬一双从敌人那里缴获来
的长筒马靴，面带笑容，不时停下来向群
众招手致意。

“当时的场面真是人山人海，不大的
地方聚集了几百人，整个水电厂周围挤得
水泄不通。大家席地而坐，聆听朱总司令
讲话。”商钧回忆，“我记得讲话的内容是
当时各个战场的战争形势，朱老总说用三
到五年时间就会彻底打败国民党，解放全
中国。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很受鼓舞。”

讲话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工业局为
参加沕沕水水电站建设的全体人员记集
体大功一次，赠“边区创举”木质纪念匾

一 块 ，
并将其挂在发
电厂房正中央，非常
醒目。

最后，朱德为发电站剪彩，并亲
自开启了水轮机闸门。随着闸门的开启，
湍急的水流滚滚而来，发电机组有节奏
地开动起来，用彩色灯泡组成的“支援前
线”大字闪闪发光。

沕沕水水电站的成功发电，开启了
我党水利事业的历史新篇章，这里也成
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祥地。

沕沕水水电站与井陉矿火电厂并网
发电后，电力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附近
的9个兵工分厂，各兵工分厂生产效率得
到大幅提升。在轰鸣的马达声中，工人们
昼夜奋战。他们生产的武器弹药不仅供
应了临汾、济南、太原战役的需要，还供
应了后来参加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解
放军部队，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完成转战陕
北的任务后，决定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转
移，与中央工委会合。4月，周恩来、任弼
时到达西柏坡，5月27日，毛泽东从阜平
到达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
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为了解决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的
用电问题，1947年6月，第三兵工生产管
理处向沕沕水发电厂下达了为西柏坡架
设电力专线的任务。

“那时保密工作非常严格，只有极少
数人知道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商钧回
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发电厂成立了专
线架设小组，由政治上可靠、组织能力
强、工作踏实的王肇文担任组长，另外选
派了6名架线工人作为成员。

在王肇文带领下，专线架设小组奋
战半个月，架设线路近30公里，终于按时
完成任务。

1948 年 7 月的一天下午，随着沕沕
水发电厂电闸开启，穿山越岭的电流瞬
间传递到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大院，太
行山坳中的西柏坡第一次被电灯照亮。

“通电当天，我怕线路出意外，还专
门在西柏坡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确定
没有问题以后，才返回厂里。”对于当天
的情形，商钧后来一直记忆犹新。

沕沕水发电厂送去的电，满足了西柏
坡办公照明、发报、广播等用电需求，中共
中央机关的办公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1949 年，第 33 兵工厂迁往太原，沕
沕水水电站结束了其助力军工生产的使
命，但它的发电机没有停止运转，而是继
续 为 革 命 老 区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输 送
电力。

1955 年，沕沕水水电站改为民用。
1975 年，平山县政府投资改装了 1 台新
发电机，并将沕沕水水电站并入石家庄
电网运行。解放战争时期的发电设备正
式停运，连同朱德浴室、办公室、旧机房、
岗楼等设施作为历史文物保存。

2002年，沕沕水风景区开始开发，景
区开发者为了纪念沕沕水水电站奋斗历
史，在水电站旧址附近创建了“沕沕水电
厂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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沕沕水水电站施工过程中最复杂
的一环，是电线的架设工作。

当时，架设高压线的电线杆主要从
井陉矿区运来，后来电线杆实在不够
用，工作人员就买老百姓的树作为替
代。挖坑、立杆、架线，全程30公里的
高压线路，工程量很大。此外，出于防
空考虑，大线基本上架在崇山峻岭中，
还要穿过许多条山谷，跨越一道一道山
梁，施工难度非常大。

架线工作是1947年 6月正式开始
的。参加架设线路的工人共20多个，
由我任架线队队长。为了赶进度，我提

议分成两个队伍同时施工，从两头往中
间架。

那时候用的电线都是正太战役的
缴获物资。其中既有铜线，又有铝线，
既有粗线，又有细线，真是五花八门。

当时物资很缺乏，电线不够用，
我们根据所送电量计算，认为当时缴
获的7股电线有四股就够用了。我们
就把七股线劈开用四股，其余三股再
并入一股，将细线合成粗线，节省了
大量材料。

有一个叫钱瑞仁的北大教授，当时
在转运站工作，见我铜线铝线都要，就

问我，铜线和铝线你怎么在一起接？我
说直接接上就行了。他说，铜线和铝线
不能接在一起，否则会产生化学反应，
一氧化很容易拉断。

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铜的不可
能，都是铝的也不可能。把搞来的线都
用上，也不一定够用呢。搞来什么就算
什么吧，不混接是不可能的。

为了防止混接电线被拉断，就得想
个办法。我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找到一
个法子：两个电线杆间要不就全用铜
线，要不就全用铝线，中间不许有接
头。把铜铝线接头用瓷瓶固定下来，采

用弓式接线法接在一起。从下面看，铜
铝混接的接头呈一个半环状悬在那里，
不直接受力。这样一来，就算接头氧化
一些，也不会拉断。

采用这种办法接的线，从 1947年
投用，到我离开水电站的两年多时间
里，没有出过一次事故。

1947年7月，我们完成了从井陉矿
到兵工厂的架线任务，在沕沕水水电站
还没建成投用时，就提前利用井陉矿的
火力发电厂为南冶村炮弹厂送上了
电。当时送电功率是30千瓦，解决了
炮弹厂尾翅焊接问题，每个尾翅上只点
焊一下，用不着再打眼铆接，炮弹尾翅
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几倍。

（根据沕沕水水电站第一任厂长
商钧生前口述整理）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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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地处太行山腹地的险隘河畔，被誉为“边区创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祥地。

它点亮了西柏坡的第一盏电灯，出色地完成了为西柏坡和兵工厂供电的历史使命。

它为中共中央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立下了重要功勋。

它就是我党、我军自己勘察、设计、修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沕沕水水电站。

架线工作是如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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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图①：夏日的沕沕水景区瀑布。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图②：沕沕水水电站旧址。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图③：1947 年，曾参与沕沕水水电站建设
工作的王肇文（左下）和同事们在调试变压器。

河北日报资料片
图④：沕沕水水电站“边区创举”纪念石。

河北日报资料片

1948年，沕沕水水电站工作人员合影。 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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