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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时，西藏绝大多数地区基本处于“不知电为何物”的

状态，当地居民靠酥油灯、火把照明。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随着纳金电站、夺底电站、

羊八井地热试验电站等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电站建成投产，

西藏电网装机规模不断扩大。

当中，以正式兴建于1958年的纳金电站最具有代表性。这

个被中央人民政府列为“二五”计划电力建设重点工程的电站，

是全国援藏支持西藏自治区工业化发展的缩影。作为一个“众筹”

的重大工程，当时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

人参加了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设备安装工作，从鞍山、上海等地调

来大批钢材、水泥及设备，重庆柴油机厂专门为电站设计、制造

水轮发电机组……建设过程中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仅仅

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在1960年实现了向拉萨市送电的工程目标。

“电线杆子行对行，纳金日夜发电忙，机器响来家家亮，

拉萨日夜放光芒呀……”1961 年那首风靡全国的《逛新城》，

生动地描写了纳金电站建成之后西藏自治区新气象。进入到 21

世纪以来，西藏自治区的电力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快车道。昌都

金河电站、拉萨直孔电站、阿里狮泉河电站等一批现代化电站

先后建成，区内广大农牧民早已告别了点酥油灯照明的历史。

“当圣地点亮一盏盏灯光，雪山上传来光明的歌唱，你把

那雄奇的布达拉照亮，为藏家送来灯火辉煌……”当一首脍炙

人口的《跨越》唱出了西藏地区“村村通电”之欢乐时，与此

同时，“超龄服役”的纳金电站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工业

遗产的纳金电站，成为了许多进藏游客的“打卡地”。有不少

学者建议，纳金电站完全可以改造为西藏水电博物馆，向世人

展示我国高原水电领域的艰辛开拓之路。

2019 年 12 月，羊八井地热发电试验设施成功入选第三批

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名单；2020 年 12 月，西藏自治区的纳金电

站和夺底电站又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名单，西藏

自治区成为了我国拥有最多电力工业遗产的省份。

从“不知电为何物”到全国电力工业遗产重镇，工业遗产

见证了西藏自治区的光明之路，更见证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西

藏人民的殷切关怀。

建在水泥厂遗址上的美术馆

尽管西藏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但是现代工业在推进农牧

业发展、提升当地人民生活质量、促进自治区国民经济协调发

度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工业化是一个地区现代化的标志，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在 1954 年 9 月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上，周恩来总理庄严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

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到一个省份、一座城市，小到

一个村落，都不能掉队，更何况西藏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

的自治区？

和平解放之前，这片圣洁的高原之上仅有一座 125 千瓦的

小型水电站，专供布达拉宫和少数贵族家庭使用，即使是这么

一点电力，也因管理不善、设备老化，最后被迫停运。195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