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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在建电站统计表

表 3—5—3

电站名称 站址
所属水系河

流名称
开工时间

竣工

时间

总投资

(万元)

技术参数

水头

(米)

引用流量

(m
3
/秒)

装机(千瓦)
年发电量

(度)

木拉电站 中木拉乡 无量河 2003.12 4008 20 22.14 2×2000 2500

热柯电站 热柯区 希曲河 2005.4 757 16.5 1.6 2×250 549

二、变电所（站）

2005 年，理塘县有 35 千伏变电站 3座，容量 8200 千伏安， 主变 3台，其中

城关变电所容量 5000 千伏安，主变 1 台；江达变电站容量 1600 千伏安，主变 1

台；中木拉变电站容量 1600 千伏安，主变 1台，。

三、农村电网建设

理塘县农村电网建设工程于 1999 年全面启动， 2003 年全面完成。5 年累计

完成投资 4676 万元，新建 35 千伏变电所 2座 3200 千伏安，35 千伏线路 48 千米，

10 千伏线路 290 千米，0.4 千伏线路 352 千米,配电台区 11525 千伏安/123 台，调

度实现自动化。新建木拉变电站 1座，容量 1600 千伏安， 新建江达—中木拉 35

千伏输电线路 34 千米， 新建 10 千伏线路 207 千米，新建 0.4 千伏线路 184 千米,

新建配电台区 71 台,6050 千伏安。

一、供水

县自来水厂修建于 1989 年，1990 年日供水能力为 800 吨，可供县城内不到

3000 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1999 年该厂进行了扩建，引帽盒山的山泉水，在高城

镇新街建高位水池一座，该高位水池直径 18.5 米、深 3 米，容量 3000 立方米，

总投资 75 万元，同时，还增加了 15.3 公里的供水管网，其西路由高位水池方向

沿城西河堤经县政协、检察院、机关幼儿园、公路分局、明珠酒店；其东路由高

位水池方向沿城东河堤经高城镇哈戈村、县防疫站；其中路由高位水池经县政府、

团结路向西经交通局、电力公司，向东经畜牧局、粮食局，形成环网供水。截止

2005 年底，理塘县的日供水能力为 1200 吨，供水人数达 16300 人，但供水率仅为

县城人数的 51.3%。由于理塘气温低，冬天供水困难，给广大居民的用水带来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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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便。

二、排水

理塘县的排水工程于 2000 年规划修建，主要采用水厕、雨水、生活污水和废

水分流（即雨水结合，防洪采用暗沟排除，生活污水采用管道排除）的办法排水。

县城共有 3 条排水沟，第一条排水沟经县政府、县公安局、水电局、二完小，顺

道路排入国税局前沿的草坝里；第二条排水沟经建设国土局、县政协、检察院、

白塔公园，沿城西河堤排入白塔公园附近的草坝里；第三条排水沟经高城镇哈戈

村、县防疫站，沿城东河堤排入防疫站背后的草坝里。

三、用水管理

1989 年，第一座自来水厂建成以来，县自来水厂对县级机关单位的用水户只

象征性收取水费。2004 年，根据理价发[2003]34 号文件规定，将县城用水价格进

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价格分为：1、集体用水户，每户每月 10 元（指多户人家共

用 1个水龙头）。2、单位用水户，每户每月 15 元（指 1户用 1个水龙头）。3、个

体用水户，每户每月 10 元（指生活用水的个体户）。4、高城镇农牧民用水户，每

户每月 5元。5、特殊行业用水户（指特殊行业，如歌舞厅、美容美发厅、洗车等

用水户），每户每月 50 元。

1991～2005 年理塘县水厂各项指标完成情况一览表

表 3—5—4

年份
供水总量
（万吨）

收入
（万元）

上缴利税
（万元）

利润
（万元）

1991 29.2 8.6 0.32 0.15

1992 29.2 8.6 0.32 0.15

1993 29.2 8.6 0.32 0.15

1994 29.2 8.6 0.32 0.15

1995 29.2 8.6 0.32 0.15

1996 29.2 8.6 0.32 0.15

1997 29.2 8.6 0.32 0.15

1998 29.2 8.6 0.32 0.15

1999 29.2 8.6 0.32 0.15

2000 29.2 8.6 0.32 0.15

2001 29.2 8.6 0.32 0.15

2002 109.5 16 0.61 0.30

2003 109.5 16 0.61 0.30

2004 109.5 16 1.3 0.30

2005 109.5 15.8 1.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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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体制改革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在全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形势下，

理塘县各类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负担加重，生产增长幅度

下降，亏损、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等困难。自 1991 年起，县政府积极动员全县

各乡村社员投资兴办各种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同时加强软硬件建设，创造宽松

的政策环境，吸引外来资金的投入。到 2005 年，理塘的各类企业已成为一个新兴

的、多层次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综合性产业。

县委、县政府根据各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抓住重点，因地制宜地研究对策措

施，深化企业的改革。粮食企业继续完善和实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发展多

种经营，本着“收购管死，批发管严，零售搞活，打击非法”的经营方式管理粮

食市场。民贸企业是 “老大难”企业，由于底子薄，负担重、竞争力缺少，使企

业的四重一缺情况十分突出，1991～2005 年，该企业从结构大调整，资产大重组，

机制大转变入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专营、专卖执法和经营上，使民贸企业逐步

走出了困境。成立了“理塘县烟草专卖管理所”，“甘孜州盐政理塘分局”，对全县

的烟草市场和盐业市场管理进行了摸底调查，规范了烟草市场和盐业管理市场购

销管理，烟草管理所和盐政分局的成立带动我县民贸企业走出困境，实现扭亏增

盈。

1991～2005 年，理塘县各类企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企业把社会剩余劳

动力、能工巧匠、有经营能力者、外来技术人才及闲散资金结合起来，主要经营

建材、建筑、轻纺、运输、商业、家具、饮食、服务、木材加工、矿产资源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