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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民用能源史话》属于《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京在
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
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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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金海，北京史研究会会员，石油企业关工委成员、政工师。
多年从事石油行业史志编纂工作，是《北京志·石油商业志》执行副主编和撰稿人。
并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和市商委（市商贸工委
）编写的《商贸系统党史大事简介汇编》等书提供多篇史料。
在业内报刊和《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北京研究》、《北京地方志》、《首都国资》等刊物上发
表过多篇文章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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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能源旧话从火说起远古时期，在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开始用火来取暖和烧烤各种野兽。
这一时期，人们用于烧火的燃料主要是山上自然干枯的树木。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煤炭燃料开始步人家庭，并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能源。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薪、煤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燃料。
一、柴薪曾是民用燃料的源头二、弃柴烧煤是民用能源第一次跨越三、从火盆到火炉看煤炭能源的发
展四、灯用燃料及灯具的演变五、用“洋油”和“夷电”过日子时代第二章 从“依赖”到“放弃”话
薪煤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民取暖做饭所用燃料主要以煤炭和柴薪为主，由于资源匮乏，党和各级
人民政府为了保证所有市民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不挨冻，对煤炭燃料开始试行分配供应。
一、生火能源中的变化二、挥之不舍的柴薪燃料三、煤炭燃料进入千家万户四、像管粮食一样管理煤
炭五、煤炭市场化丰富了百性生活第三章 液体能源的苦辣酸甜由于石油工业基础差，底子薄等多种原
因，石油供应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不仅汽车经常断粮，照明也受到了限制。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打破了“中国贫油论”，还乘改革之风，使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
汽车燃料不仅得到了满足，还“喝”上了高品质、高性能、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清洁燃料。
一、汽车燃料的“糠菜半年粮”二、多种措施保供应三、京城彻底改变加油难四、油价与国际接轨的
前前后后五、液体照明燃料的曲折之路第四章 电力能源时代北京的电力能源除“一五”时期外，其余
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供不应求的矛盾。
随着电力设备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加之外省市电力能源的支持，北京市民再也不受拉闸限电之苦。
现在北京市民家里不仅家电齐全，还用上了既节电又亮堂的灯泡，社会上的各种娱乐活动也活跃起来
，电力将是百姓生活永远离不开的能源。
一、首都电力事业发展的故事二、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三、“小马拉大车”带来的烦
恼四、电力能源与家用电器的发展第五章 后来居上的气体能源北京市民使用气体燃料大致经历了以下
几个过程：从1958年12月开始使用人工煤气；1964年12月开始使用液化石油气；1987年12月开始利用河
北省永清天然气后，又先后使用了陕甘宁和国外气源。
⋯⋯第六章 节能减排向生态能源发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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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闯王想起黄巢起义时叫穷苦百姓在门前插艾叶和柳枝为记的事，就让她转告穷人们把做饭的烟筒
垒在墙外，义军就能分出好坏人家。
至今农村小户人家仍有将烟筒砌在墙外的。
　　俗话说“一间屋子半间炕”，人口较多的穷人家庭，不分长幼、新老夫妻都挤在一个大通铺里睡
觉。
家庭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把灶砌在厨房里让烟道紧连着寝室的炕，中间有一堵墙隔开，现在北方还
有人家睡这种灶台连着炕的“床”。
　　提起土炕，民间还有一个有关土炕来历的传说：原来人们都睡在冰凉的石板上，上面垫些干草、
树皮、兽皮等物，不知道什么叫炕。
一国之君周武王虽然垫着厚厚兽皮睡觉，晚上也总是冻得腰痛腿僵。
有一天，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来到都城外巡察禾田，看见一位老者正在往石板底下烧火。
周公好奇地往烧着火的石板底下看了看，托着石板并烧着火的“灶”有一个小斜坡，别无其他东西，
便嘲笑老农说：“你不把柴火留着生火煮饭，烧青石板干什么用？
”老人告诉他，他原名叫姬利叔，因为老用火烧炕，现在屯里人都叫他“姬烧炕”了。
老者说，石板底下烧木柴后要留下热炭灰熏石板，人睡在上面又暖和又舒服，也不会犯腰酸腿痛的毛
病。
周公立即将老者请到朝里谒见周武王，周武王很高兴，封老者为炕仙，让他研究推广热炕。
后来在民间逐步演变成用土坯交叉搭接、内有大小烟道的土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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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木柴，煤炭一度是民用能源的主体　　石油和天然气的故事　　电力渗透到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新能源成为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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