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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县热电厂全景户县热电厂全景。。

终南山下，渭水之滨，一座高80米、口径5.1
米，上部刻有“1956”字样的烟囱矗立在西安市
鄠邑区的蓝天白云之下，这是国内现存较早的
火力发电厂装置，是户县热电厂（大唐陕西发电
有限公司西安热电厂前身）的标志性建筑。它
向人们静静述说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电力事业的
沧桑巨变。

走进户县热电厂，一面“电力故事”照片墙
映入眼帘，一张张老照片讲述着电厂的发展
史。作为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 156个重
点项目之一，户县热电厂从建厂初期的筚路蓝
缕到苏联援建专家撤离时的自力更生，从陕西
省第一座高温高压火电厂到西北地区当时规
模最大的热电厂，几代户电人埋头苦干、薪火
相传，在新中国电力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老电厂有了新使命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1954
年 11月，陕西省第一座高温高压火电厂——户
县热电厂开始筹建，1956年元月、1958年 9月，
热电厂一期两台 2.5万千瓦机组，二期一台 5万
千瓦机组相继开工，这些机组都是在苏联专家
的帮助下建成的苏制机组。1970年，最后一台
机组投产，总装机容量达 200兆瓦，成为当时西
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热电厂。2010年，随着国家
电力改革，作为先驱者，户县热电厂老机组相继
关停，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为了让这些“退休”的设备发挥新的作用，
大唐西安热电厂成立了考察调研组，为老厂区

“把脉开方”。现任大唐西安热电厂培训中心培
训管理的刘毅是当时负责调研的成员之一，他
清晰地记得，当时请专家来看老厂区时，专家发
现这些中苏共建的设备和一些老物件是宝贵的
遗产，他们的思路这才豁然打开，决定将户县老
厂区以“工业遗址+职工教育培训”融合发展作
为主方向。

赓续血脉传承文化

沿着红色大道，走进苏式建筑的办公楼，
踩着水磨石楼梯，进入连廊，一件件老物件摆
放在连廊区的展柜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操作证、工作证、洗澡证等各类证件、饭盒，以
及印有俄文的设备铭牌都在向参观者讲述着
过去的故事。走过展区，经过电力文化长廊就
进入了“汽轮机检修实操间”，也就是过去的设
备车间。5台大型汽轮机组静静地躺在车间
里。大型转子以及印有俄文的 1号汽轮发电机
还原着当时车间的原貌。操作间外地面上刻
着“中苏友好”“自立更生”等标语被玻璃罩保
护着，整个车间从中苏共建的 1号机组到自建
的 4号机组和地面的标语刻字，反映了新中国
成立初期苏联的历史援建和在没有外援的情
况下自力更生自建机组的发展过程。一个车
间还原了一段历史，再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历史变迁与电力文化特色。

“1960年3月21日，户县热电厂首创安全生
产 481天最高纪录，名列当时全国同类型电厂

第一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评为全国首批
‘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之一，企业管理经验在
全国 21个电力企业进行宣讲；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实现 21个月无临时检修，1620天无设备事
故，创造了 1362天的最高安全生产纪录，荣获
国家经委颁发的‘节能银质奖’，陕西省‘六好企
业’荣誉称号。长期以来，户县热电厂探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秒秒压红线’‘万次操
作无差错’‘四个台台’‘两票三制’等管理经验
在西北电力系统广泛应用。自投产至关停的50
多年里，累计发电 604.549 亿千瓦时，供热
11127.69万吉焦，为陕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讲解员杨璐莹如数家珍，讲到这些内
容时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为践行企业文化传承，依托老厂区原有电
力设备设施、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深厚的电力
文化底蕴，2016年挂牌成立大唐陕西发电有限
公司培训基地，完成了从传统老火电到电力人
才培养的涅槃重生。

工业遗产焕发新活力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培训基地占地面积
约 13万平方米，已开发教学面积 2.75万平方
米。为弘扬户县热电厂老厂区的红色电力文
化，企业投资近千万元，主要针对 1号汽轮机、
发电机、75吨行车、空压机房、培训楼等进行全
面维护修缮。2023年，大唐西安热电厂精心打
造电力文化长廊、讲述企业的奋斗历程，通过红
色故事、老照片、老物件陈列再现了户县热电厂
的光辉历程，围绕 1956年的烟囱、苏式老厂房、

“中苏友好”“自力更生”等大唐文化景观，开展
独具特色的电力红色教育。

基地通过保护老厂区六炉五机、苏式厂房
等标志性遗存，复原“秒秒压红线”“万次操作无
差错”等历史管理经验，以微电影、文化长廊等
历史再现的形式，将工业遗产转化为鲜活的历
史教材。“这样的教学不仅留存了电力工业的

‘共和国印记’，更让红色基因与工匠精神在新
时代焕发生机，为企业文化血脉的延续提供了
载体支撑。”大唐西安热电厂党委书记、副厂长
刘彬说。

目前基地形成以特色汽轮发电机组检修
带动转机、阀门、电气、热控、仿真机等 26个成
熟综合专业实训项目，一次培训可容纳 500余
人，公司系统内外兼职技术专家、师资力量达
232 人，年平均培训接待量在 10000 人次以
上。先后与“全国火电厂设备检修培训基地”

“陕西省职业技能培训竞赛基地”以及多所大
学“实践教育”培训基地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累计开展技能培训及竞赛活动近 300 场
次，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30000人次，培养高技
能人才超万人次。实现了从“粗放保护”向“科
学化、标准化”升级。通过“历史场景再现——
文化价值再生——教育功能再造”的循环模式，
老厂区从闲置资产转型为年营收千万元的“西
北电力人才摇篮”，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

2023年，户县热电厂老厂区项目获评“国资
委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名录”。

2024年入选“共和国印记”工业文化遗产
保护和利用典型案例。为全国工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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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学员学习参观的转子轴。

院内随处可见的争做劳模工匠标语。

文化墙上展示着户县热电厂的历史变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户县热电厂洗澡证、自行
车执照、粮票。

刻有刻有““19561956””字样的烟囱字样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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