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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邮电志>是盱眙县邮电史上第一部部门志，是盱

眙县邮电局狠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丰硕

成果，是全局干部职工可贵的精神财富，亦是利今惠后的欣

事。

盱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建县于秦，距今已有2200多

年。据盱眙县志记载，境内古代就有烽火墩传递信息。约东

周时代境内设驿铺，沿至清朝境内设有总铺，专门传递官府文

书和军事情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邮

政o 1917年(民国6年)，盱眙首建三等邮局o 1934年(民国

23年)，境内有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但由于封建王朝和

国民党政府腐败以及战争等原因，盱眙的邮电通信发展缓慢，

几近停滞。至1948年，盱眙解放，境内邮电设施尽遭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人

民政府关心、支持邮电。盱眙的邮电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盱眙邮电职工认真贯彻“统

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发展邮电十六字方

针，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使邮电通信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尤

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盱眙的邮电通信，在全体干部职工的

团结拼搏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信能力不断得到加强，基本

上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标志着现代化通信技术和水平

的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光纤通信、移动通信、无线寻呼、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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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多媒体通信、数字交换、电子化局所等已在盱眙建成，并

在盱眙的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盱眙县邮电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

地记述了盱眙邮电近百年来的机构沿革、邮电网络、业务发

展、通信管理、技术进步、党群组织等方面的情况。记述了盱

眙邮电兴衰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地反映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盱眙邮电通信事业的巨大成就o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o<盱眙县邮电志>的面世，是在省

市局史志部门的领导和关怀下，在盱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的帮助下进行的。在前无借鉴、今无蓝本，内容涉及广，时间

跨度大，资料不全，尤其是在邮电(邮政、电信)已分营的情况

下，我们做到领导重视，修志人员齐心合力，艰苦工作，查阅了

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精选锤炼，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编

写成盱眙县邮电局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图文互补的志书。同时

为盱眙邮电职工提供了一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传统教育

的好教材，为今后研究盱眙邮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翔实资

料。

过去已载入历史，新的世纪已到来，面对新的世界、新的

情况、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相信全体的盱眙邮电职工，一

定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振奋精

神，抓住机遇，团结拼搏，在新的征途上谱写新的宏伟篇章。

盱眙县电信局局长戴建华

盱眙县邮政局局长韩先明

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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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盱眙县邮电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存真求实的态度，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相

统一，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盱眙县邮电通信发展史实。

二、本志着重记述清代设立邮政以来的事物发展，个别有

所上溯，下限至1998年邮电分营时。

三、本志以记事本末体为主，按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专

业类别，以类系事，力求严谨，横陈现状，纵述沿革。在记述方

法上，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叙事简洁但不失要旨。

四、本志所用资料录自历史档案、历史文献、各种统计资

料和多年从事邮电工作的老邮电职工提供的口碑资料，经查

证编纂而成。资料来源于江苏省邮电管理局档案馆、淮阴市

档案馆、淮阴市邮电局档案室、盱眙县档案局和盱眙县邮电局

档案室，使用时均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对行政区划、机关、专有名词等称谓，一般使用当

时、当地的名称，除第一次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称。如“江苏

省邮电管理局”简称为“省局”，淮阴邮电局简称“市局”，“盱眙

县邮电局”简称为“盱眙局”。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使用公元纪

年，之前括注朝代年号，以资对照。

七、本志所涉及的计费和计量单位标准，均依当时的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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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量制为准，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千米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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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下游，洪泽湖南岸，江苏省西部，淮阴市

处北纬32043’一33013’，东经118011“～

、安徽省天长市相邻，南、西与安徽省来

安县、明光市交界，北与洪泽县、泗洪县接壤。总面积2482．7

平方公里。境内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倾斜，高差悬殊220多

米。淮河流经境内，北部濒临洪泽湖，有低山、丘岗、平原、河

湖圩区等多种地形。如东部地势平坦，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

西南部为丘陵山区，经济上相对欠佳，西北部为低洼、水网地

带。

盱眙历史悠久，建县于秦，距今已有2200多年。县名初

为“盱台”(台，音怡)，后为“盱眙”。境内都梁山，古时盛产都

梁香草(即泽兰)，隋大业初，炀帝在盱眙置离宫——都梁宫

后，盱眙别称“都梁”o历史上，盱眙曾建过都，设过郡、军，还

有州、郡在盱眙设治。民国时期，安徽省第六、四、九行政督察

区先后设治于盱眙。抗Et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民主政府——淮南路东专员公署也曾设在境内。1955年，盱

眙由安徽省划归江苏省，隶属淮阴专区。1966年，划归六合

专区。因江苏省区域的再次划分，1971年又划归淮阴专区。

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盱眙隶属淮阴市。

1998年，全县设6个镇，24个乡，12个场圃，428个村民委

员会，14个居民委员会，394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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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城镇是县治所在地。

盱眙古代通信以“烟火”特征，据清光绪年间《盱胎县志>

卷六记载，较详细叙述了烽火墩的分布和派兵驻守情况。烽

火墩又名烟墩，日举烟、夜举火，实是古代军事报警的一大发

明。盱眙是一座古老的山城，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朝

历代在县境内，建城39座，建都一次。历代帝王也常游盱眙，

古驿道、驿铺齐全，烽火墩更为密布，全县已查明有63座。

春秋时代，吴王夫差在盱眙建都梁、淮源两驿铺，盱眙古

驿铺由此兴起。沿至清朝，盱眙设总铺，铺内有马7匹，马夫

4名，差夫lO名。县总铺与邻县传达路线有5条15铺，东北

有淮安180里；东南天长150里；正南有六合180里；正西有定

远180里；间有来安一路167里。另有泗州驿线从盱眙过淮

河到老渡口至秦家铺转泗县180里o 1896年(光绪二十二

年)，“大清邮政”设立后，盱眙驿铺撤销。

1917年(民国6年)，盱眙首建三等邮局，这是吁眙邮政事

业的开端。

1919年(民国8年)始，盱眙三等邮局至明光二等局逐日

邮班o 1925年(民国14年)，盱眙邮局设在盱城黄牌街汪有浮

家。1917年至1933年，是盱眙有邮无电时期。

1934年(民国23年)5月，盱眙始通无线电和安徽省各县

均可互通电报。6月，盱眙县内架设有线，各区联保之问始通

电话。1935年(民国24年)，盱胎始通长途电话，由今安徽省

五河县转蚌埠联络。1941年(民国30年)至1948年(民国37

年)，由于战乱，盱眙邮局先后搬迁3次，最后迁至盱城前街傅

精伯家。1948年(民国37年)春，盱眙长途电话总机设在仓门

1：3万夕候宅内，增设60门总机l台，下通各乡镇，创建城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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