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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志·邮电志

杨泽远 杜晋宏

[按]《邮电恚》专志初稿由州邮电局杨泽远执笔写成，并经孙广富、范

正清及局各科室审定，于去年获得州志编纂委员会奖励。今年五月，州志办杜

晋宏与杨泽远匠合，在部门专志的基础上根据《楚雄州志》总体设计要求纂为

分志初祷，成为《州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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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楚雄历来是滇西地区邮电通讯枢纽之一。沿昆畹公路进入楚雄首府鹿城，新建邮电

综合大楼巍然耸立。这里东接昆明，西联大理等地，北通四川成都a担负着8地州、52

个县(市)和滇西发往华北等19仑省市的邮件运转任务，，维护着省际一级、省内二级、

市内和农村6，821秆公里、14，544对公里的电信线路。州内辖禄半、武定、元谋、永仁、

大姚、姚安、+南华～牟定i1双柏9个县邮电局，组成全州邮电通讯网。经办信函、包

裹、汇兑、机要通信、报刊发行、，集邮、。电报、电话等业务，国际邮件和电报、电话可

经转到世界各地。
1

2‘

一。

楚雄邮政传递事业源于古代驿制。唐设馆驿，元设站赤，明清设驿站、堡、铺，驿

递官方文书。清末，驿制衰落。光绪十九年(1893年)，成立楚雄电报局；光绪30年

(1904年)，设立楚雄府二等邮局，初步开办现代邮电业务。民国初期，相继在各县城和

盐矿区设邮政代办所，办理各类信函、包裹、汇兑业务。电信通讯也逐步兴起。民国7

年(1918年)，成立元谋电报分局，滇川沿边各县商民可向省内外拍发电报，之后，在

9个县和盐矿区安设官衙电话。民国25年(1936年)，省办长途电话架通，州境内成立

13个电话所，电话网路基本形成，邮电机构、业务初具规模。抗战时期，El军进犯云南

边境。滇西转为抗战前方，楚雄为屯兵之地，驻军云集，增设邮电机构和通讯线路，各

项邮电业务一度繁荣，到解放前夕，’电信线路屡遭国民党残部破坏，支离破碎，陷子瘫

痪。
。

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邮电事业摆脱了法国人的控制，从此改变了半殖民地化的色

彩，回到人民手中。在“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宗旨下，对原破碎不堪的通信设备进行整

治，韭以“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办邮电方针开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35

年来，自治州邮电事业发生很大变化，，但其间进度监不平衡。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

五耖建设时期，邮电通讯得到顺利恢复和发展。到1957年，邮路总长度1．43万公里，地

方电信线路5，517杆公里，89．3％的乡通邮，71％的乡通电话，市内电话用户613户，初

步形成以楚雄县城为中心的全区邮电通讯网，在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和地方

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作用j 1958年，成立自治州邮电局，到1962年，开辟自办汽车邮路两

条，z电信引进载波设备，增加报话电路，实现乡乡通电话，社社通邮路，邮电建设发展

较快。但由于不适当地强调“大办”，提出“书记到哪里，电话架到哪里"， “人人订

报刊，一人一份报"；，的口号，脱离了客观实际。后经三年调整，逐步走上正轨。“十年

文革”动乱，自治州邮电通讯受到严重破坏。机构几分几合，管理体制频繁变更，规章

制度遭践踏，干部职]二受迫害，通讯服务质量降低，各项业务大幅度下降。1978年后，

工作童点转移到通信建设上来，州局建成邮电综合大楼，2，000I]自动电话投产使用，

整顿企业，、改革管理体制、干部制度和经济管理办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服务质

量，企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到1985年，全州有邮电局、所145个，每个局所平均服务

人口15，172人，邮路长度两万公里，自办汽车邮路1l条。lO个县(市)及35个区能看到

当天的《云南日报》。全部区乡通邮，96．5％的乡通电话，通邮和通电话的比重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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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水平。楚雄年运转总包邮件112方袋，居省内地州扁邮件运转之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邮电通讯技术和运邮工具不断更新。靠入背肩挑传递邮

件已成为历史。载波机、电报电传扛字机、共电交换机、自动电话等新设备新技术不断

得到运用，加快了邮政运输和电信传输的速度。1985年与1949年相比，出口函件增长20

倍，包裹增长240倍，汇票增长665倍，电报增长197倍，长途电话张数增长34．5倍。与

1950年相比，报纸期发总数增长113倍，杂志期发总数增长123倍，电话机增长1，223倍。

邮电通讯已成为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在自治州“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

的作用“但是也应看到，楚雄州九分山水一分坝，地理环境复杂，山区使用邮电与城镇

相差甚远。全州入均年使用邮电费仅两元，寄信两件，百人订阅报刊17．5{9，百人拥有

电话机0．3部，均低于全国水平。邮电通讯仍然是彝州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与当前信息社会的需要很不适应。

第一章机 构

第一节 驿 站

楚雄地区自古就是滇西咽喉之地，驿制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 “蜀身毒道”就

经过州境大部分地区，成为我国古代“西南丝道’’的必经之地。封建王朝在驿道上设置

驿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借旧志仅有零星记载，据唐樊绰《蛮书》所记，唐贞元

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弃番归唐矽，唐使袁滋出使南诏策封异牟寻， “十九日到

曲驿(今楚雄市)。镇使杨盛出马军一百三十队、步军一百七十队，夹道排立，带甲马

二百入引前，步枪三百人随后，去驿一十里迎接”。

元代云南设行省，楚雄为省会以西驿传枢纽。据((经世大典·站赤篇》所载云南诸

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78处，马站74处。其中楚雄境内共有马站16处、马675匹(附表1)

明代于交通沿线设驿递、、铺舍，分军驻守，以卫所制加强驿递管理。据《新纂云南

通志·交通考》记载，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1年)曾明谕云南所属各府州县设置驿

站，便利军行及公文驿递。 (附表2)驿站之间距程以六十里(华里)为度，有管驿官

员。每站马夫十余名，夫马十余匹，主要负责驿传公文。此外，凡赴任官员，须经驿站

验明后护送就任。、

清代沿习明制，设驿站和军站。军站专门传递军事情报和军需品，待军事平息后复

改归驿站，设驿夫传递公文。此外还有兵部颁发的邮符，称兵部火牌，凡赴任官员或进

京应试的文武举人等，如领有此牌，所过驿站司索取夫马。清初在楚雄境内设军站8处

2堡，有驿夫8名，堡夫60名，驿马16匹。清同治后期，驿站日趋衰落，常有夫役因苦

累难堪而逃亡。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易堡夫为健夫，裁减旧额，力谋整顿。但

积重难返，不得不缩小区划，改堡分设为铺，间距10至50里不等，配有铺司、铺兵。是

年楚雄地区境内设45铺，兵司共147名。 (附表3)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

府筹办邮政事宜，至此驿站告终。

4



全国平均水平。楚雄年运转总包邮件112方袋，居省内地州扁邮件运转之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邮电通讯技术和运邮工具不断更新。靠入背肩挑传递邮

件已成为历史。载波机、电报电传扛字机、共电交换机、自动电话等新设备新技术不断

得到运用，加快了邮政运输和电信传输的速度。1985年与1949年相比，出口函件增长20

倍，包裹增长240倍，汇票增长665倍，电报增长197倍，长途电话张数增长34．5倍。与

1950年相比，报纸期发总数增长113倍，杂志期发总数增长123倍，电话机增长1，223倍。

邮电通讯已成为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在自治州“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

的作用“但是也应看到，楚雄州九分山水一分坝，地理环境复杂，山区使用邮电与城镇

相差甚远。全州入均年使用邮电费仅两元，寄信两件，百人订阅报刊17．5{9，百人拥有

电话机0．3部，均低于全国水平。邮电通讯仍然是彝州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与当前信息社会的需要很不适应。

第一章机 构

第一节 驿 站

楚雄地区自古就是滇西咽喉之地，驿制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 “蜀身毒道”就

经过州境大部分地区，成为我国古代“西南丝道’’的必经之地。封建王朝在驿道上设置

驿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借旧志仅有零星记载，据唐樊绰《蛮书》所记，唐贞元

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弃番归唐矽，唐使袁滋出使南诏策封异牟寻， “十九日到

曲驿(今楚雄市)。镇使杨盛出马军一百三十队、步军一百七十队，夹道排立，带甲马

二百入引前，步枪三百人随后，去驿一十里迎接”。

元代云南设行省，楚雄为省会以西驿传枢纽。据((经世大典·站赤篇》所载云南诸

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78处，马站74处。其中楚雄境内共有马站16处、马675匹(附表1)

明代于交通沿线设驿递、、铺舍，分军驻守，以卫所制加强驿递管理。据《新纂云南

通志·交通考》记载，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1年)曾明谕云南所属各府州县设置驿

站，便利军行及公文驿递。 (附表2)驿站之间距程以六十里(华里)为度，有管驿官

员。每站马夫十余名，夫马十余匹，主要负责驿传公文。此外，凡赴任官员，须经驿站

验明后护送就任。、

清代沿习明制，设驿站和军站。军站专门传递军事情报和军需品，待军事平息后复

改归驿站，设驿夫传递公文。此外还有兵部颁发的邮符，称兵部火牌，凡赴任官员或进

京应试的文武举人等，如领有此牌，所过驿站司索取夫马。清初在楚雄境内设军站8处

2堡，有驿夫8名，堡夫60名，驿马16匹。清同治后期，驿站日趋衰落，常有夫役因苦

累难堪而逃亡。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易堡夫为健夫，裁减旧额，力谋整顿。但

积重难返，不得不缩小区划，改堡分设为铺，间距10至50里不等，配有铺司、铺兵。是

年楚雄地区境内设45铺，兵司共147名。 (附表3)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

府筹办邮政事宜，至此驿站告终。

4



表1 元代楚雄地区马站建置袭

设站路府 马、站名 称’一——一～+““—’。’。’’。⋯———～～———’“’——————————‘————‘+11。———————’—。———1——————————～
中庆府 禄丰站——————⋯——～——一————j——一——⋯～⋯————————～————÷
威楚路 沙桥站

禄葛站

路甸站

舍资站

威楚在城站一一————⋯——一一～一⋯～⋯⋯～——⋯———：～——————⋯—j
武定路 明夷站

浍川 站

荽 站

虚仁站

和曲 站

大龙站

黎溪站
、 环州站

勒 站

利 浪站

马匹数

37匹

33匹

33匹

31匹

31匹

1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50匹

表2 明代楚雄地区驿站设置表

设驿府 设驿州县 驿站名称 驿官名称

云南府 禄丰县 禄丰驿

楚雄府 定远县 定远驿

峨碌驿 驿丞

定边县 新田驿

楚雄县 吕合驿

广通县 路甸驿

合资驿

镇南州 沙桥驿 土驿丞

姚安军民府 姚州 青蛉驿

普溯驿

武定军民府 和曲州 环州驿

和曲驿

姜驿

虚仁驿

附考

去县九十里通景东

旧名馆驿旋裁

洪武二十四年设后裁

隆庆元年移小甸关

隆庆元年移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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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清束楚雄地区驿铺设置表

各铺

禄脓

铺数{司兵名数

南平关、清水沟、Ⅱ向水、白寒湖

楚雄府 楚雄县 吕合、大石、木瓜(东瓜)

镇南州 州前、水盘、沙桥、双梅、苴力、天申堂、水井

南安州 州前、木瓜

姚 州 州前、摄达、三窝、关锡、大桥、观音箐、天直、
长坡、普溯

大姚县 县前、望云

广通县 县前、舍资堡、兰谷、崖壁

定远县 县前、会基关、琅井、黑井

武定直隶1'1、I

元谋县

州前、旧州

县前、环州

第二节 电报局(1 893年一l 950年8月)

12

31

6

20

6

20

lO

12

7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迤电报干线中的西路干线由省城架通腾越(今腾冲)后，

成立楚雄电报局，隶属云贵电报总局。民国先年(1912年)，改为楚雄电政局，隶属云

南电政总局。民国7年(1918年)成立元谋电报分局，办理滇川沿边各县商民电报业

务，后因线路毁坏而停办。民国18年(1929．年)，龙云下令修复元谋报线，4月恢复元

谋电报局。民国21年(1932年)，成立禄丰电报局。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军事通信需

要，于民国30年(1941年)开设永仁电报局，民国32年(1943年)增设大姚电报局，民

国33年(1944年)1月4日和6月又分别增谩镇南、姚安、拉鲜电报局。抗战胜利后，

无军报传递，入不敷出，大姚、镇南、永仁、拉鲜、禄丰、姚安6个电报局于民国34年

(1945年)至民国35年相继裁撤。至民国38年(1949年)，楚雄地区境内仅设有楚雄电

信局和元永井、盐丰(今大姚石羊)两个电信营业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信业务始恢复发展。1950年8月，在原有电信局基础

上，又成立禄丰、武定、广通、富民、镇南5个电信局。1951年1月，邮电合并成立邮

电局。

第三节 邮政局(1904年一1950年8月)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楚雄府二等邮局，隶属蒙自总局。其后，境内各地

相继成立1个三等邮局稠∞介邮政。代办所。 (附表4 j ．
，

6

2

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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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表4 清束、民国初期楚雄邮政机构设置表

设邮县分；分局种类1。设局．年月 迁 政兴裁

——————～一一～～；——一————一{——————一—÷——————楚雄 二等 }光绪3 0年

——一_}啊—————一———————r_———————_———_一——姚安 三等 i宣统元年

————一一一?——一————。。_]I————一1L一一——禄丰 代 1民国2年

一——；一⋯——⋯卜————————一一～}————罗 次 代 !光绪末年 1县城内——⋯一一一一}～一一⋯一}————寸——二—————一
武定 代 【光绪3 3年⋯⋯一～——}一⋯一⋯——}——一——
元谋 代 l宣统3年 {民国3年改为三等

⋯一一一～一一一⋯一JI一一一⋯一—J广一一～一———j—：————————禄劝 代 i一⋯———————÷————广——————一—————■—T—————————————～
广 通 代

}——一

镇南 代’

双柏 代

牟 定 代——一一⋯⋯一～一一一J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盐兴 代 【清末

—．———．一～——一—．一——‘。．．．———．、．．．．——————一——L一——⋯——————一——．——j——————．———，————————一———————————。一～～—大姚 代

盐丰 代 l宣统元年 l民国8年改三等
永仁 代 l民国2 1年

民国元年(1912年)“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隶属云南邮务管理局。至民

国3年(1914年)，境内相继在楚雄府和元永井设两个二等邮局，在禄丰、罗次、广

通、禄劝、富民、元谋、大姚、定远县城和武定、镇南、姚州州城以及老鸦关、腰站、

舍资、黑盐井、阿陋井、琅盐井、沙桥、自盐井共设置19个邮寄代办所。

抗战时期，邮政局、所相应增多，乡村设信柜办理邮寄业务。楚雄全区共设有11个

邮局、21个邮政代办所、20个信柜和1个邮票代售处。 (附表5)

抗战胜利后，裁减乡村信柜，邮政业务减少，至民国38年(1949年)，楚雄地区共

设有9个自办邮局、6个委办邮局和25个邮政代办所。

1950年8月，自办邮局增加到15个，邮政代办所增加到36个。楚雄专区辖楚雄、元

永井两个互等甲级邮局，禄丰、一平浪、盐兴三个三等甲级邮局，镇南、姚安、盐丰三

个三等乙级邮局和大姚、永仁、牟定三个四等邮局以及29个邮政代办所；武定专区辖武

7



表5 抗日战争时期邮局机构表

所辖邮票
局名 等级 所辖邮政代办所 所辖信柜

代售处

太平桥、双桥、吕合、自 永兴镇、凌虚镇、丰栾镇、

楚 雄 二等乙级 雄乡、牟定、琅井、双柏、 碍嘉、大江坡、戍街、猫 城内东门往

光禄、大姚、盐丰 街、前场关、弥溪街

I西平镇、董户村、土官乡、I
丰l二等乙级r |中村、

1腰站
禄腋、永丰乡

元永井三等甲级 盐兴

武 定 三等乙级 罗次、禄劝、富民 者北、高桥、桌千、皎西

元 谋 三等乙级 大田、仁和 老城、猴街、姜驿、环州

广 通 三等乙级

一平浪 三等乙级

镇 南 三等乙级 沙桥

姚 安 三等乙级

永 仁I四 等!

禄丰腰站i磊时邮蒿l f
楚雄邮车站

定、安宁两个三等甲级邮局，富民、元谋两得三等乙级邮局，禄劝、罗次两个四等邮局

和7个邮政代办所。

+1951年元月，邮政局与电信局合并成立邮电局。

第四节‘长途电话所(1925年--1953年6月)

民国24年(193,5年)，省办滇中区长途电话线路架通，成立富民、罗次、禄劝、武

定和禄丰5个电话所。次年，省办盐井区610公里长途电话线路架通，成立盐兴、广通、

楚雄、牟定、姚安、大姚、盐丰。永仁及仁和9个电话所，归县政府领导。’同时在舍资

(后移一平浪)、大姚成立长途电话管理分处。同年，仁和改为电话支所，增设一平浪

电话支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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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修复和新架专区至县长途电话线路。楚雄专区所辖1l县和武定专区胙辖6
7

县均成立县电话所，隶属县人民政府领导。1953年6月。17个县电话所并归邮电局。一

第五节 邮电局(1950年8月至今)

1950年8月，楚雄、武定两专区完成邮、电机构的合并任务，合并后设楚雄、武定、

姚安、富民、广通、盐兴、镇南、盐丰8个邮电局和10个邮局36个代办所，职工98人。

1953年4月，楚雄、武定两专区合并成立楚雄专区。同年6月，各县电话所并归邮电局

和邮局。合并后的楚雄专区辖17个县邮电局。1954年3月，楚雄县邮电局改设为专区中

心邮电局。1956年8月，撤销中心局改设为楚雄专区邮电督察员办事处，同时分设楚雄

县邮电局。1957年划安宁县邮电局、1958年划富民县邮电局归昆明市邮电局。

1958年7月23日，撤销楚雄专区邮电督察员办事处。7月30日，成立楚雄彝族自治

州邮电局。同时改变邮电管理体制，州、县邮电局下放由自治州党委和自治州人民委员

会领导。州局内部机构设办公室、计划财务科、机要通信科、县内电话科，电信股、邮

政股。同年12月18日，因自治州行政区划调整，合并楚雄、南华、牟定、双柏4县成

立楚雄县邮电局；合并禄丰、罗次、广通、盐兴4县成立禄丰县邮电局，合并大姚、姚

安、盐丰、永仁4县成立大姚县邮电局}合并武定、元谋两县成立武定县邮电局。是年

底，楚雄州局辖楚雄、禄丰、禄劝、武定、大姚5个县邮电局和122个公社邮电局。

1959年11月，牟定、双柏从楚雄县分出，元谋从武定分出；1961年3月，姚安、永

仁从大姚分出，4月，南华从楚雄分出，恢复6县邮电局。至1961年底，楚雄州邮电局

辖楚雄、南华、牟定、双柏、禄丰、武定、禄劝、元谋、姚安、永仁11个县邮电局。

1962年6月11日，楚雄县邮电局并入州局。1964年划永仁县仁和邮电支局和大田、宝

顶、太平、毛姑坝4个邮电所归渡口市(今攀枝花市)邮电局。

1967年春，州县邮电局实行军管。撤销原局各科室，设生产组取代通信生产

挥指权。1968年8月30日，成立州邮电局革命委员会。同年10个县局亦先后成立革

委会。

1969年11月，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改革邮电体制的指示))，将邮政与电信

从9、I,IN县全部分开，电信部门归军队领导，邮政部门以省邮政局为主实行省局和地方双

重领导。1970年4月，撤销邮电局革委会，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电信局和邮政局。州电信

局内部机构设政工、电信、后勤三科和1、2、3连，辖lO个县电信局和101个电信所、709名电

信职工，州邮政局内部设政工、生产、业务三组，辖10个县邮政局和107个邮政所、544名

邮政职工。分设后，两局址仅一墙之隔。

1973年7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调整邮电体制的指示，州、县邮政、电信两局

分而复合，恢复州邮电局和10个县邮电局。州局内部设办公室、政工科、劳资科、邮政

科、电信科、计财科、农村通信科、机要通信科和长途线务站。

此后lo年间，全州邮电机构变化不大，仅州局内部机构设置时有调整：1977年lo月

7日成立邮运站；1979年11月26日成立农村电话科j 1980年3月合并电信、邮政、农村

9



通信‘机要通信4科成立业务科(管理全州业务)、通信生产科(管理州局通信生产)，

从办公室分出行政科管理后勤。1981年4月又恢复原设置，增设教育科；11月广通邮件

转运站升格为科级生产站。

1984年1月1日，划禄劝县邮电局归昆明市邮政局。同年7月州局改革科室机构，

撤销行政科；通信生产科易名为城乡通信科；增设工程师室和企业整顿办公室。1985年

3月，教育科、劳资科合并为人事教育科，增设审计监察科。到1985年底，州局共设

有12个职能科室、3个生产站，即办公室、工程师室、调研室和人教、保卫、邮政、电

信、农话、计财、审计。城乡通信，机要通信9个科以及邮运、长线、广通邮件转运3

个站。辖9个县邮电局，113个邮电所。全州范围内平均每20平方公里设有一个邮电局

所，每个局所平均服务人员为15，172人，高于全国1．97万人的水平。 (附表6、7)

表6 1949--一1985年全州邮电局、所发展简襄。 单位；个

＼年份 1 9 4．9年 、1 9 5 7焦 l 9 6 2年 l 9 6 5．年}1 9 7 9年 l 9 8 5年

合倒乜。 合 合 合 !厶 合
局名＼ 计胁斟1 计 自、委办 自，·委办 自、。委办}计F-1 自、委办 自、委办计 计 计

楚雄 5
自办：2 自办：12 自办：18 自办：24。。自办：21
氏办：3

15 14 自力一 19 25
代办；1 z厶‘代办：l代办：3 代办：1

’ 一

禄丰 5
自办：1

9 自办：5
弋办：4 代办：4

19 自办 22 自办 30 自办 29旧办

一一 —J————

武定 2
自办：1

13 自办：9
弋办：1 代办：4

11 自办 9 自办 14 自办 13 自办

元谋 2
自办：l

6 自办：4
14 自办 15 自办代办：l 代办：2

6 自办 8 自办
’

‘

委办：1
6 自办 8 自办 7 自办 8 自办 8 自办永仁 3

代办：2
Jh

大姚 1 委办 7 自办’ 12 自办 14 自办 16 自办 15 自办

自办：1 6一 自办 6 自办 ， 6
自办：5 11 自办 10 自办姚安 6t

代办：5 代办：1

自力i： 1
8 自办：5南华 2 6 自办一 6 自办 ·15 自办 15 自办代办：1 代办：73

委办 自办：3 自办：，?牟定 1 9 11 7 自办 11 自办 10 自办代办：6 代办：4

双柏 1 代办 9 自办 7 自办 8 自办． 18 自办 8 自办

委办 自办：10 自办：12禄劝 1 16
代办：6

14
代办：2

13 自办 17 自办



＼牮雳 i 9 4 9矩 l 9 5 7年 l 9 6 2年 1 9 6 5年 1 9 7 9年 t 9 8 5年

合 合 厶 合 合 合局名＼ 自、委荔 自、委办
口

自、委办 自、‘季办 计 自、委办 自、委办计 计 。计 计 计

委办： 自办：2富民 l ．．3
代办，I●

J； r一，

5
自办；4罗次 1 代办： 代办：l

自办：1
5 自办广通 4 代办；3

自办：2盐兴 5
代办：3

4 自办

盐丰 l 委办： 5 自办’、；

自办：10 自办：96 ．，， ‘酗1108 -。

合计 4l
自办：117 自办：178 自办：144

委、代办： 126 114 119 179 14S

、 31
代办卜卸 代办，6 代办：2 代办：1 代办：1

：

‘

；，

198{}年双柏县调整公社体制将原17个公社1=j个镇调整为T社1镇撤销10个邮电所t 1、．

表7 楚雄彝族睦渗娥螺电局《，i所冬称表 (截至1985年12月31日止)

楚雄

禄丰

东瓜、三街、

大过口
t，_L

～
． ●

，

小姑营、万家坝、腰站街、饱满街、前进、711、吕合、
^’。

新街、予午、云龙、阜民、中山、八角、树苴、新村、中

邑舍、西舍路。

广通、一平浪、
黑井、大旧庄、
鸡街、碧城、干

海资

元永井、董户村、杨家庄、川街、120(长征机械厂)、
121(春光机械厂)、土官、羊街、勤丰营、117(57317
部队)、猪街、铁矿、和平、小路溪、中村、妥安、舍资、
高峰、罗川、星宿江、广通火车站

162'(医院)

武定l高桥、发窝

元谋 黄瓜园

猫街、插甸、白露、田心、万德、己衣、环州、东坡、尼

戛吉，丸厂

老城、羊街、花同、班果、新华、苴林、物茂、江边、姜l
驿、能禹、红江(办邮政) 羊旧河(办邮政)一f

‘

所(办邮政)： 。’ 1=

手一
一。i
—

JJ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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