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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老照片
1949 年至 2002 年的郑州老照片，投稿

见报即可获取价值50元的礼品。
所有见报照片将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

等奖2名、三等奖3名，以及幸运奖10名，分

别奖励价值1000元、500元、300元及100元
的奖品。

2.有奖问答
本报将从老照片中挑选图片，设置有奖问

答题，并提供精美礼品进行奖励和抽奖。

3.专题故事、散文、诗歌征集
《光阴的故事》还将制作一批精良的怀

旧专题，征集专题故事、诗歌、散文等。

栏目内容征集电话：
0371-67655293 15803831673
征集邮箱:zzwb06@163.com
栏目商家合作电话：
18638929923 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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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河南省会由开
封迁到郑州，郑州工业迅速
发展，特别是纺织业规模宏
大，需要大量电力和蒸汽。
当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中央批准在郑州建
一座热电厂。

1955 年 7 月,热电厂筹建
处成立，隶属郑州火电厂党委
领导。同年 8 月厂址选定后
获批计划任务书，1956年3月开
工建设。一期工程两台 1.25
万千瓦机组分别于1957年10
月11日和11月17日投产。

一期工程移交前，郑州市
委决定郑州热电厂与郑州火
电厂分离，定名为郑州市建设
路发电厂，并颁木头印章一
枚，后经河南省电业局批准，
正式更名为郑州热电厂。

郑州热电厂二、三、四期
扩 建 工 程 分 别 于 1960 年、
1966年、1969年竣工，共增加
4 台 2.5 万千瓦凝气机组，
6000 千瓦背压机 1 台，2.5 万
千瓦调相机1台，总装机容量
13.1万千瓦。

从 1956 年建厂以来，郑
州热电厂成为河南电力的
摇篮。

1979 年，河南省电业局
将郑州火电厂（363）并入郑
州热电厂，共有11台机组，12
台锅炉，装机总容量 14.9 万
千瓦。

1992 年，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中外合资的郑州新力
电力公司成立，把郑州热电
厂改建成 100 万千瓦级的大
型热电联产企业。

颁发木头印章一枚，建设路发电厂成立

N多年前的郑州热电厂有多简陋？

厂子是借的、发电机是借的、工人也是借的
没厂房，机器放在坟地旁的空地上，工人和厂长一起住草棚

唯一高待遇的是德国、苏联专家，配备了专家楼、专家牛奶、专家舞会

不管对不对，生活在郑州西郊的老居民对这几座高耸的水
泥塔各有各的称呼，大烟囱、大柱子、冷却塔……
这个塔是西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所在的厂是老郑州人
俗称的热电厂，它从上世纪90年代已经改成合资企业，也
就是现在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文 张翼飞/图

20 世纪 50 年代，郑州陆续出现了国棉
厂、砂轮厂和印染厂，需要工业用热和用电，
郑州的电开始供不应求。

1956 年，20 岁小伙子张文彬被招工，来
到了刚刚筹建的热电厂，厂子已经有 400 多
名员工。之前郑州没有供过热，张文彬和同
事被派到东北学习。

“二三十个人住草棚，夏天热得人都睡
不着觉。”回到郑州，简陋的厂子让张文彬惊

呆了，没有厂房的厂子，周围全是坟场，土
地是借三官庙村的，周围都是田地，不管是
工人还是厂长、书记，都住在草棚内，机器
放在空地上，围着机器建房子，机组和厂房
齐头并建。

当时，厂子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因
为确实没啥生活，因为啥都没有。

厂房建起来了，通了1路公交车，一些老
职工家属开始从老家搬过来，食堂也有了。

没有厂房，机器就放在露天空地上

当时郑州火电厂是由苏联专家援建的，
郑州热电厂筹建时，由民主德国协建，分四期
工程，相继建成发电。

德国专家抵达时，还带来两台发电机
组。让张文彬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国专家工作
要求非常严格，“核心部件一律不准拆开，密
封得非常严”，为了学技术，当时的工人偷偷
地拿工具撬开，“很多德国来的机器不是用坏
的，是学坏的”。

为了钻研，在机器还未安装时，张文彬和
同事们就钻到1米多高的管道内，查看内部情
况，然后画图纸，以便将来维修时心中有数。

不管是苏联专家还是德国专家，待遇都是
高规格，有专门修建的专家楼，地板等装饰都是
选最好的材料。专家工作时，由市公安局随身
配备保卫人员，由市政府安排随身翻译。

外国专家爱喝牛奶，不管是郑州火电厂还
是郑州热电厂，都专门办了奶牛场进行鲜奶
供应。当时的郑州没有娱乐活动和娱乐场

所，为了丰富外国专家们的生活，每到周末，都
要组织青年团员到专家们的住所举办舞会。

“到电新街转一转，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71 岁的李怀

宝回忆自己进厂经历时说，那时郑州热电厂
已经度过了最初艰难的筹建期，生产步入了
正轨。

1964 年，李怀宝进入郑州热电厂，厂房
条件已经转好，厂里职工近 800 人，4 个职工
一间宿舍。厂里已经有伏尔加、北京吉普、解
放大卡车，还有两台轿车，“当时的热电厂在
郑州绝对是个大厂”。

1984 年，郑州热电厂进行改扩建，跟郑
州市火力发电厂、电子配件厂等合并，规模越
来越大。随后还建了生活区、俱乐部等，电新
街成为一个小社会。“到电新街转一转，生活
用品应有尽有”。

1990 年，郑州热电厂再次进行扩建，荣
毅仁专门参加了典礼。

行走在如今的郑州市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厂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即使在机房也见不
到煤灰。这在上世纪6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只需一夜，厂区就是厚厚的一层煤灰。”
李怀宝说，当时的厂区没有除尘、脱硫等措
施，职工下了班没法出门，必须要先洗个热水
澡，“洗个脸水都是黑的，当时的每个机房班
组都有洗澡堂。燃料车间的工人更严重，下
班 4 个小时之内，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在

当时，不少工人犯有尘肺病，也是职业病。”
到了1992年前后，厂子里争创一流发电

厂，开始上马除尘设备，机关人员也下厂区打
扫卫生，在厂房的楼顶，李怀宝和工人们去打
扫时，发现煤灰一尺多厚。

经过几年的努力，热电厂里再也没有“灰
尘扑面而来”的情况。

“郑州热电厂的发展史就是郑州工业发
展的一个见证史。”张文彬说。

虽然耳朵有点背，但 87
岁的王序诗坐在轮椅上回忆
起在郑州厂的岁月时，思维
清晰。

1949年，当时在郑州面粉
厂工作的王序诗被调到当时
的“电厂”，在汽轮机组工作。

电厂，即郑州电力厂。
1914 年，开封普林电灯公司
总经理魏子青投资成立明远
电气公司。1948 年 10 月，郑
州解放，明远电气公司当时属
于公用电气业，更名为黄河机
工队郑州电力厂。1949 年 3
月，郑州市人民政府接管，位
于二马路的黄河机工队郑州
电力厂改名为郑州电力公司。

“当时厂里啥都没有，连
发电机都是借人家的。”王序
诗说，厂子是借的，发电机是

从豫北纱厂借的，人也是从
别的地方抽掉的，从发电到
供电，总共才有28人。

这么小的规模，能发多
少电？王序诗说，发电规模
小，发电量少，因为在当时的
郑州，用电的地方也少。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
电 力 供 应 成 了 当 务 之 急 ，
1950 年 5 月，中南燃料工业
部组建郑州电厂工程处，其
任务是：郑州电力公司扩建
和新电厂的选址筹建。

363 电厂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苏联援助中国 156 项重
点 工 程 项 目 之 一 ，筹 建 于
1950 年 5 月，直到 1953 年 10
月 29 日，1 号机组才正式发
电，在 363 工地举行典礼时，
才定名为郑州火力发电厂。

最初的电厂厂房、发电机、工人都是借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郑州热电厂生产区大门

1953年12月，郑州热电厂建厂初期的平房 航拍郑州热电厂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文彬、王序诗、李怀宝

早期的郑州热电厂没有除尘、脱硫等措施，职工下班后必须先洗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