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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币邮政局局长龚顺安(右一)来武胜县邮政局调研

广安市邮政局局长廖兵(右一)来武胜县邮政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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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胜县邮政局局长陈健康(左二)在支局调研

武胜县邮政局局长卢勇(右一)在支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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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胜县邮政志》编纂领副、组

组 长：卢勇

副组长：王雪松 陈维军

顾 问：陈健康

成 ·员：杨军 刘元平 李辉 周游

《武胜县邮政志》

主 笔：周游

编 写：周游

审 核：卢勇 杨军

资料收集：周游 文代双

摄 影：杨军 文娜 贺文菊

封面设计：周游

审 修：袁顺安

《武胜县邮政志》审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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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凤凰在灰烬中涅磐，正是在浴火的过程中，才有了新生。邮政在困难中崛起，正

是经历了开拓创新的历程，才有了如今的辉煌。

《武胜县邮政志》编写年限从1986_2005年，客观记录了武胜邮政20年的发展

历程。从邮电一家到如今邮政独立经营，武胜邮政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在二次创

业过程中，全局树立了“知穷不言穷，穷则思变，知苦不言苦，艰苦奋斗；知难不畏

难，迎难而上”的“三不精神”，在“养活自己，长期生存，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逐

渐发挥优势，扩大功能，有所作为。实现了业务量收大幅度增长，通信能力逐渐增

强，职工素质稳步提高，办公环境年年改善，企业运行质量逐年好转的巨大变化，武

胜邮政基本走上了健康、协调、持续的良性循环轨道。

武胜邮政取得这些成绩不是偶然的，这与上级局和武胜县委、县府的大力关心、

帮助和支持分不开，也凝结了全县邮政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和汗水，记录了武胜邮政

人在逆境中奋勇拼搏的足迹。这段经历，将永远载入武胜邮政发展历史的动人诗篇。

我坚信，武胜邮政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攀登高峰，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涅磐的凤凰，浴火后得以重生，困难中的邮政，在逆境中奋起，经过风雨的洗礼

终于见到彩虹。艰苦的创业历程铸就了武邮人坚毅的性格，我们将紧紧围绕在武胜邮

政这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周围，迎着发展，改革和开放的春风，不断抒写着新的篇

章。

武胜县邮政局书记、局长 F涉形
2009年3月



序二

《武胜县邮政志》经全体编纂小组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县史志办同志的精心修改斧

正，历时三年，现付梓问世，可喜可贺!

志书上限19跖年，下限2005年。在编写过程中，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全面客

观、真实系统地记叙了武胜邮政20年发展轨迹。载邮电机构设置、邮政经营、邮政管

理、通信能力、邮政企业改革、制度(摘录)、人物七大方面内容，客观而公正。其中

单列的邮政大事记完整清晰，精心穿插的照片是弥足珍贵最为浓重的一笔。

《武胜县邮政志》成功编纂，是编者辛勤耕耘、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的结果，凝

聚着编者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编纂志书不仅在于总结经验，更主要的是启迪后人，我衷心希望全局职工重视

读志、用志，以志为鉴、扬长避短、指导现实工作，为武胜邮政健康、快速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武胜县邮政局书记、局长

2010年9月



凡例

一、《武胜县邮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认真做好修志工作。

二、本志编写上限为1986年，下限为200_5年，历史跨度20年。为满足需要，个

别项目上限或下限有所突破。

三、本志按横排纵写的要求，全志共分为七篇十七章五十一节。

四、本志的编写材料，来源于本局档案、文书、报表材料记录，因此较能反映武

胜县邮政20年来特别是19兜年10月邮电分营后邮政全面发展的真实过程。

五、本志以“详近略远”的原则进行叙述，重点记述邮电分营后邮政独立自主经

营的变化。

六、本志采用记事体裁，以志为主的方法编写，随文插以必要图、表、像。

七、本志中涉及的计费和计量单位，一律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发布的国家

标准《量和单位》的规定执行。

八、本志所用地名，一律采用当地地名，必要时在括弧内注明。

九、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只对少数人物，用“因事系人”的方法，记

录于事实之中。

十、由于本志时间跨度较长，邮政分营前的邮政资料不由邮政部门保管，部分资

料散失不全，对数字不明，无法证实的资料，本志采取“宁缺勿滥”的态度，一律未

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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