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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明清时期，

已发展成为商贾云集，工商业发达的岭南重

镇，与湖北的汉口，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

朱仙镇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名镇”，与北京、苏

州、汉口并列为全国“四大聚”，素有“广纱中

心”、“南国陶都”、“岭南药材发祥地”等美誉。

1951年，佛山撤镇设市。1958年设立佛

山专区，下辖中山、江门、珠海等13个县市；

1983年6月开始实行市管县体制，珠海、斗

门、中山、江门、新会、台山、恩平、开平、鹤山

等县市先后分出；2003年1月8日，佛山辖

下的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正式撤市设区，

与新组建的禅城区一起形成大佛山的格局。

目前，全市总面积为3813．64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为350．85万人。

年开展二至三次活动，1997年成功地在佛

山体育馆承办了1997广东省青少年集邮博

览会。会员编组邮集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自1989年7月郭宝殷先生的《维多利亚肖

像邮票》首次获省竞赛级邮展三等奖，实现

我市在全省邮展获奖“零”的突破，1992年

经重新编排后送省参展又获镀金奖后，先后

有已故的罗家声先生执笔编写《中国早期航

空邮政》获1993年全国邮展文献类镀银奖，

及在丹麦哥本哈根市举办的国际集邮展览

上获文献类铜奖；叶志勇先生的《中华邮政

纪念邮票》(1912—1949)和李仕汉先生的《中

国印花税票》(1923—1952)在1997年的广东

省集邮展览上分别获得金奖和铜奖。

1998年后，佛山的集邮更是硕果累累，

吕景粲、傅嘉驹、罗平、何国津、宋健一等会

员的邮集陆续在亚洲邮展、全国邮展和全省

邮展上获大金奖、金奖、大镀金奖和镀金奖

等奖项，标志着我市的集邮水平攀上了新的

高峰。

跨进2004年，为适应佛山行政区域的

变化．禅城于2004年6月6日设立区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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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是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与景德镇、朱仙镇和汉口镇驰名。明清时期，佛山的工

商业已很发达，尤其在民国初期，开通了广三铁路和禅炭公路，加上原来纵横交错的河流，

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随着经济的兴旺，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集邮在佛

山的商贾和文教卫生知识分子中萌芽。之后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沧桑，逐渐发展成今天蓬勃

的局面。佛山集邮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零散的个人集邮时期(1950年以前)；

(二)自然组合的集邮小组(1950年——1978年)；

(三)自筹经费自愿结合的集邮群体(1979年——1987年)；

(四)邮电局、邮政局直接领导下的社会团体(1988年后)。

零散的个人集邮时期

(1950年以前)

解放前，佛山的集邮爱好者不多，基本处于零散的个人集邮，相互交往较少的启蒙阶

段。他们偶尔在家中，在行人道上的骑楼底下，相互进行邮票交换和切磋，成员有老有少，

无固定的活动场所。

民国初期，永安路粮油批发商行老板、佛山商会干事霍应如，早年经商于福建、广州两

地，受到集邮气氛的感染，通过商务书信往来，收集了大量清末民初的信柬，其中包括民信

局时期的信封。同时，他收藏了不少英国等外国的早、中期邮票，以及我国海关邮政到抗El

战争期间的邮票，但多是从信封洗出来的信销票。他与上海、广州等地邮商有交往，霍应如

是佛山集邮第一人。

抗战胜利后，佛山的集邮逐步兴起，以文化教育和卫生界较为活跃。其中私立经纬中学

校长郭定中和教员何国基、及其妹何仁芳、崇英学校的李复苏，他们以收集世界各地的外邮

为主，藏品较丰。李复苏尤其喜爱鸟类邮票，他曾在香港做过邮票生意，之后返佛山执教。

此外还有旧军医郭煌生、顺同学校的陈秉宜、树德学校的廖赐真、元甲学校的陆文军、

中学教师曾奇都是那个时期的集邮爱好者，藏品较多。其中陈秉宜以收集中国邮票为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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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代大龙、小龙和蟠龙邮票齐全，尤其民国邮票较多，也有一些解放区邮票。

邮商李惠泉，叠洛乡人，在鹤园街开设古董什架商店，其中半个饰柜兼营各国旧邮票。

这间小店铺一直经营到1974年。何文1946年在筷子路车缝店内兼营邮票，以售外国邮票为

主。何文自己亦酷爱集邮，直到1951年进人市工商联工作后，邮票生意才结束。

解放前，一批青少年学生十分喜爱集邮，他们是何国津、任恩年、叶宝森、杜德维、伍

迪安、伍迪沃、张贤威、仇坤、邱秉华、张海清等，经常进行邮票观赏和交换。邮票来源主

要是搜集亲友来信上的邮票，或用零用钱、 “利是”钱到鹤园街李惠泉的店铺上买，他们大

多数人当时家境贫困，仍坚持集邮，因陋就简地自制集邮册，还到处拾人家丢弃的香烟玻璃

纸回家包装邮票，其中不少人至今仍在集邮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

自然组合的集邮小组

(1950年至1978年)

解放初期，由于工作关系，一些爱好集邮的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很自然地形成集邮小

组。1950年佛山市七小的何国津、经纬中学的何国基、何仁芳兄妹以及顺同小学的陈秉宜、

树德小学的廖赐真、联合中学的曾奇等教职员工组成了一个集邮小组，在节假日相约到家中

观赏邮票、研讨邮识；1954年6月1日何国津还在该校图书馆举办过一个小型的儿童邮票

展览。市二中副校长曾光是个集邮爱好者，后来陈秉宜相继调到该校工作，叶宝森也考入就

读，尤其是在1956年张文光(广东集邮界泰斗)调入该校后，集邮活动更为活跃。1959年

8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张文光、何国津、任恩年、何国基等人积极配合

市文化局、文化馆举办了反映旧中国腐败无能、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和帝国主义侵华，以及

新中国光辉成就的集邮展览，规模近500个贴片。60年代初期，张文光、任恩年、何国津

等人还参加了广州第一工人文化宫职工集邮小组活动。

这些自然组成的集邮小组，虽然没有组织章程，但较之以前零散的个人集邮，无疑是佛

山集邮史上的一大进步。他们是佛山首批集邮小组，十多年来活跃在基层，推动着佛山集邮

文化的发展。1966年“文革”开始，期间不少集邮爱好者受到“冲击”，怕收藏外国邮票被

指责为“里通外国”，收藏民国邮票被指责为企图“变天”，因而纷纷自动放弃集邮。张文

光、陈秉宜、任恩年、郭宝殷等人自动烧毁了大量民国邮票和清代邮票。廖赐真的邮票被没

收，何国津的民国邮票也被二次抄家时清出烧毁，佛山集邮文化横遭厄运。至1978年打倒

“四人帮”前，佛山的集邮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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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经费自愿结合的集邮群体

(1979年至1987年)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全国集邮组织如雨后春笋，佛山的集邮爱好

者写信给文化局，要求在佛山也建立集邮组织。市文联秘书长刘生委托文化局邹锦泉联系何

国津、任恩年等人负责筹建。1981年2月25日，何国津、任恩年两人前往广州与张文光商

议有关组织集邮协会事宜，同时参加了在文化公园内举行的省集邮联合会筹建座谈会，参观

了广州市首届邮展。回来后即向文化局作汇报并立即召开筹备会议，决定于3月21日成立

佛山市集邮协会，还刻制了公章。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制订章程，由当时的17名协会会

员组成首届理事会。自此有组织、有目标的集邮协会在我市正式宣告成立。

1981年4月25日至5月6日，新成立的邮协在孔子庙内举行了《首届集邮展览》，展

出内容有12个题目，展品及经费全部由会员提供。

同年12月21日邮协出版第一期会刊《汾江邮花》，封面由邹锦泉设计、刻写，封底及

打字油印分别由邓雄昌、何国津负责。

1982年1月25日至2月15日，邮协与市文联共同举办书、画、集邮、盆栽和名花联

展，共展出花鸟虫鱼和盆景邮票共28个镜框。同年3月21日，邮协在梁园召开纪念会，制

订了协会章程并进行换届选举，组成了第二届理事会。从这届开始聘邮电局领导为名誉会

长，此后均有邮电局的主要领导出任协会会长、副会长。

8月15日至lO月3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3周年，邮协与佛山博物馆联合

举办了《中国邮票展览》和《世界邮票展览》，期间展品不断更换。邹锦泉为此次邮展设计

了纪念封、戳。11月22日和11月30日，为纪念“佛山市邮票公司成立”和“佛山秋色赛

会”，邹锦泉分别设计了两枚纪念戳，图案是祖庙、玫瑰花、和平鸽和花灯、金龙。

1983年3月20日邮协在市总工会礼堂召开了周年纪念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组成第三

届理事会。由邹锦泉设计、黄培佳赞助在香港印制了佛山市集邮协会成立二周年纪念封一

款，并刻制了小猪纪念戳。

1984年2月2日至22日春节期间，邮协照例在梁园举办《迎春邮展》，与文化局的书

画、盆景、笼鸟一起展出。邹锦泉设计了纪念封、纪念戳各一款，在展场销封盖戳。同年3

月18日，邮协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也是在梁园举行，增选邱炎楷、李广、谭永祯、任超然

四名理事。纪念封、戳由吴伟彪设计，黄培佳赞助在香港印制。

9月16日，佛山、中山、顺德邮协在大良镇举办三地邮协会员大联欢活动，内容有集

邮知识有奖问答、邮集欣赏、邮识交流等。这次活动特印制了一款纪念封，封面图案由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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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花)、会徽(中山邮协)、凤凰羽毛(喻意顺德凤城)和象征三地友谊的三个连环，

以及三地汉语拼音第一字母F．Z．S组成。

10月1日至15日，邮协在梁园的群星草堂举办邮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

年，并印制纪念张一款，图案为祖庙双龙壁，由吴伟彪设计。

1985年3月17日，邮协在梁园举行成立四周年纪念会，换届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

会议明确理事任期三年。由吴伟彪设计、黄培佳赞助，印制了佛山市集邮协会成立四周年纪

念封一款。

8月1日至25日，为纪念第六届世界杯乒乓球大赛在佛山市体育馆举行，市邮协在孑L

子庙举办了一次以乒乓球运动为主题的体育邮展，并印制了纪念封两款。 (1)《第六届世

界杯乒乓球大赛》，封戳设计者吴伟彪； (2) 《佛山市体育邮票专题展览》，封戳设计者何

国津、马炳荣、黄浪石。

1986年2月9日至17日春节期间，市邮协在梁园举办《十二生肖邮票专题展览》，展

出28个镜框。同年3月16日在升平街道办事处礼堂纪念邮协成立五周年，增选廖伟志、何

金为理事，由梁锡明设计协会成立五周年纪念封一款。

1987年1月29日至2月30日，邮协按惯例在梁园举办《迎春邮展》，并纪念梁园部分

开放，由邹锦泉设计邮展纪念封一款。3月21日，邮协成立六周年纪念在升平街道办事处

举行，会议增选郭宝殷、陈立志为理事，由邹锦泉设计、佛山制药厂赞助印刷了佛山梁园部

份开放暨集邮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封二款。同年6月7 El至7月30日，佛山、肇庆两市邮

协先后在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和佛山市祖庙举办《佛山、肇庆集邮联展》，并首次进行评比奖

励，参展邮集共39部171框。这次邮展算得上是佛山市邮协成立以来较高水平的一次邮展，

是对佛山集邮水平的一次检阅。邹锦泉为这次活动设计纪念封、戳各一款。

佛山市集邮协会作为一个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属于市文联领导下的一个团体会员，经

历6个春秋后．会员人数由17人发展到248人。由于它纯粹是一个自筹经费的松散型群体，

组织和活动能力毕竟有限，但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每年开展活动，使集邮队伍不断壮大，

集邮文化也日益深人人心。

邮电局、邮政局直接领导下的社会团体

I 1988年以后)

1987年底，邮电部、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总工会、共青团和全国妇联等七个单

位联合行文，要求健全和理顺各级集邮组织，加强领导，发展集邮事业，明确规定集邮协会

的活动经费由所在邮电局的上年度集邮业务收入中按比例提成，并挂靠当地邮电局直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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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这个文件给各级集邮协会明确了方向，为集邮的蓬勃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1988年3月20日，邮协在亲仁路市邮电局礼堂举行全体会员大会，纪念协会成立七周

年。根据协会体制和性质的改变，这次大会重新修改了组织章程，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五届

理事会，聘请市人大副主任乔群起、市邮电局局长赵志方、市文联主席曾刚、市文化局副

局长梁洪为名誉会长，黄培佳为名誉理事；张文光、罗家声为顾问。理事会由何国津、李

庚等20人组成。．

纪念大会印制了由广州封戳研究组李良设计的佛山市集邮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封一款。

市邮电局专门拨出场地，作为协会的固定会址和活动场所，并举行协会挂牌仪式。此后，

协会的公章、文件收发及日常事务均明确交由秘书长处理。协会的会刊从第20期起改油印

为铅印，市委副书记韩英和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张包子俊先后为该刊物题字。从第26期起

《汾江邮花》改名为《佛山邮花》时，再次请韩英副书记题写了刊名。

8月6日，澳门集邮协会率团到我市访问，与市邮协举行联谊座谈会，相互赠送了集邮

纪念品。

市邮协会员至年底为止有346人，基层分会、小组23个。

1989年3月19日，为纪念市邮协成立八周年，协会在邮电局八楼礼堂举办了首次邮品

拍卖活动，到会400多人，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经过二个半小时的竞拍，132项邮品成

交金额为2700元。

同年7月，广东省邮协在广州图书馆举办首次竞赛级邮票展览，市邮协郭宝殷参展的

《维多利亚肖像邮票》荣获三等奖，进入全省前lO名之列。这是佛山市首次在全省竞赛级

邮展中获得奖牌零的突破。

1990年7月9日至27日，市邮协在佛山市博物馆展览厅内举行《佛山、香港首次民间

集邮展览》，展出邮品l 14个镜框、29部邮集，展品由我市和香港两地会员提供送展。何国

津、冯志昌为这次邮展共同设计了一款纪念封。该纪念封在香港印制，加贴中、港两地平

信邮资，盖佛山香港两地邮戳销票。

1989年和1990年邮协成立八、九周年时，曾先后印制了两款纪念封，封戳均由邹锦泉

设计。

1991年3月17日，邮协在亲仁路市邮电局八楼礼堂召开会员大会，庆祝邮协成立十周

年。大会进行了佛山民间邮品拍卖活动，由郭宝殷主拍，场面十分热烈，出现了一项邮品

近20次的竞拍争夺场面，成交最高的是第一轮生肖版票，成交价为l万元。大会还根据上

级有关通知精神，宣布邮协也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并选举出第六届理事会34人。本次活动

纪念封一款由何国津、叶志强策划，苏小雯设计。至此，市区会员人数已发展到500多人。

同年5月，协会增补顺德邓信辉、南海李文煊、三水乐鉴新、高明杜文德为本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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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

5月11日至6月10日，市邮协为配合母亲节和儿童节活动，在佛山市儿童活动中心举

办了一次《母亲与儿童邮票展览》，展出邮集8部共30个镜框。同年10月13日，市邮协在

佛山乐园举办首次“佛山集邮日”，吸引了本市和邻近县市近2万人云集。活动项目有集邮

咨询、邮识竞猜、邮品展销等。令人瞩目的是新中国珍邮《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新旧各一

枚首次在佛山邮品展销会上公开亮相。整个集邮日场面热烈，参加人员兴趣盎然、留连忘

返。这次活动给邮协极大的启示和鼓舞：有活动才有活力，有活力才有邮协的生命力。

1992年2月，邮协增聘佛山市副市长梅彼得为名誉会长。

4月，省邮协在肇庆召开四届三次理事会，作了在全省范围内建设“集邮者之家”的部

署，并进行表彰，佛山、顺德集邮协会和佛山制药厂集邮分会被授予先进单位称号。5月1 1

日，市邮协组织理事到顺德，参观并听取了顺德邮协的“建家”经验，布置在全市贯彻落实

省邮协的“建家”要求。同年11月，市邮协办理了社团法人登记，使邮协具有法人资格，

同时，在建设二街16号一楼设立固定活动场所——“集邮者之家”，经过对会员重新登记，

编印花名册等一番努力，佛山的“建家”工作于1994年3月20日通过省邮协组织的验收，

达标并挂牌。

根据人员工作变动情况，邮协于5月份召开六届全体理事会议，增选市邮电局副局长梁

锋为副会长。

6月29日一7月3 El，邮协在工人文化宫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邮票展

览》，展出镜框45个。内容包括党的建设、革命斗争、人民军队、新中国政权建设和社会主

义建设伟大成就等五个部分。

11月8日，邮协在华侨大厦二楼以“下午茶”的形式举办“’92佛山集邮日”，活动项目有

文艺表演和集邮演讲比赛。邮协为纪念这次活动，特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制作了一枚’92佛山

集邮日减资明信片。该明信片当天投寄可享受减资6分的优惠，印量为400枚。

l 1月29日，在广东省第二次竞赛级邮票展览上，我市参展的六部邮集全部获奖。其中

郭宝殷的{19世纪维多利亚肖像邮票》获镀金奖；罗家声的《中美首航封》获银奖；宋建

一的《新中国旧人民币值普通邮票》获镀银奖，顺德董书其的《顺德邮戳四十年》、梁凤仙

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三字歌》、桂洲中学的《桂洲中学集邮园地100期》分别获铜奖。

邮协成立十一周年和十二周年的纪念活动，分别于1992年3月21日和1993年3月20

日在佛山乐园和邮政分局以小型座谈会和卡拉OK晚会形式举办。两次庆祝活动邮协均为全

体会员寄赠了一枚加字贺年有奖明信片。

1993年lO月，中华全国集邮联成立十周年暨集邮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

郭宝殷被光荣地授予“全国集邮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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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由协会理事罗家声执笔编写的《中国早期航空邮政》一书在北京举办的全

国集邮展览会上获文献类镀银奖；同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市举办的国际集邮展览会上又

获文献类铜奖。

1994年3月20日，市邮协在汾江南路市邮电局八楼会议室召开会员大会，纪念邮协成立

13周年并进行邮品拍卖活动，33项参拍邮品拍出20项，成交金额为19410元，其中’92佛山

集邮日减资明信片一对竞拍27次，最后以370元成交。拍卖会由叶志勇担任主拍，何国津

副拍。

此次周年活动纪念品仍采用贺年有奖明信片加字，纪念戳由省集邮公司包志强设计。

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新产生的第七届理事会由41人组成。

lO月1日至4日，邮协在市儿童活动中心举办《我爱祖国“双花”艺术收藏展览》，把

邮票和火花混合组集在一起展出。同年11月25至27日，邮协在市图书馆举办佛山首次竞

赛级集邮展览，澳门集邮协会闻讯专程前来观看，并赠送“邮坛盛事”锦旗一面。

1995年8月20至23日，邮协在佛山图书馆举办《佛山——澳门集邮联合展览》，展出

邮集2l部900张贴片，其中澳门送展18部792张贴片。开幕当天下午，邮协还在图书馆演

讲厅举行了邮品拍卖活动，新中国珍邮《天安门放光芒》和《全面胜利万岁》首次在佛山亮

相，整个拍卖会成交金额达16万元。同年12月30日至96年元旦，联展在澳门商业学校展

览厅举办，展出邮集38部1848张贴片，其中佛山送展26部1284张贴片。

1996年，市邮协荣获广东省建设“集邮者之家”先进集体称号。

同年8月13—15日，广东省第四届青少年集邮夏令营在阳江市海陵岛开营，我市郭嘉

琪、范逸钊、谭宇梁三位同学参加了这次活动，经对每位营员带去的自编“一框邮集”进行

展示评审，小学组郭嘉琪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荣获一等奖，桂洲中学谭宇梁的《脊椎动

物》获三等奖。

lO月20日，邮协在佛山图书馆举办以“集邮显爱心”为主题的’96佛山集邮日”，活

动内容丰富多彩，有集邮名家签名、集邮灯谜、青少年一框邮集展览、邮品销售和会员募捐

邮品拍卖会等，场面十分火爆，一度几近失控。38项募捐邮品，一个半小时内全部拍出，

邮协将筹得的25200元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具体投放到汕尾市陆河县佛山希望工程小

学所在乡村，使50多名失学儿童直接受益读至小学毕业。邮协为这次活动专门印制了一款

以第一轮生肖猴票为图案的书签式入门票。

1997年是佛山邮协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会员人数达到3000人，相当于1996年的3

倍。在当年举行的广东省竞赛级邮展上，叶志勇的《中华邮政纪念邮票》 (1912w1949)传

统邮集荣登全省榜首，获得金奖。李仕汉的《中国印花税票》(1923w1952)传统集获得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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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在纪念邮协成立16周年之际，协会召开全体理事会进行换届选举，选出第

八届理事共60人，这是历届理事会人数最多的一届。

7月18日至21日，邮协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策划下，参与承办了在佛山体育馆举办

的’97广东省青少年集邮博览会，这是我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档次最高的

一次集邮活动。展出的邮品全部由中国集邮总公司提供，上至我国1887年发行的首枚大龙

邮票，下至解放以来发行的全部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以及我省曾获奖的部分青少年专题邮

集，共120框1900多张贴片。博览会期间举办了邮品拍卖，由我会何国津担任主拍。同时

还有集邮知识讲座、邮品展销、为“希望工程”募捐活动等。邮票设计家潘可明应邀到会并

举办现场签名活动。组委会将所筹得的善款和部分门票收入共18574元捐给了佛山“希望工

程”办公室。博览会举办四天，分为开幕日、 “希望工程”爱心日、青少年集邮日、敬师日

四个专题进行，省集邮公司为此印制了一组五枚纪念封和相应的纪念戳，市邮电局印制了一

批祝贺业务宣传邮简，并设立临时邮局和临时收寄日戳，在现场为市民及集邮爱好者服务。

伴随1997年邮市狂升，不少人抱着“集邮增值、发财”的美好愿望投资邮市。为了提

高人们的邮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集邮观，’97佛山集邮日”于11月9日上午在佛山金

马影剧院举办大型集邮知识讲座，到会集邮爱好者达500多人，由我省资深的集邮前辈符仲

升、许率真、吴乃根前来讲课，同时举办“真伪邮票辨别展览”，邮品由邮票辨伪专家吴乃

根提供，共lO框160张贴片。市邮协为这次活动设计了一款书签式入场券和以牛为图案的

纪念戳。

1998年1月18日， 《岭南庭园》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梁园举行，市邮协在群星草堂举办

了《中国风景园艺》邮展及有奖集邮知识灯谜活动。市邮电局在现场设立临时邮局和临时收

寄日戳，并设计印刷了一款书签式人场券和一批有市人大主任韩英题词的纪念封。邮票设计

人员郭承辉、阎炳武、潘可明应邀在现场为集邮爱好者签名。

3月13日，市邮协召开八届二次理事会暨市区首届会员代表会。会议根据个别理事工

作变动情况，聘请陈来波为协会顾问，推选关焯佳为会长，增补关文通为理事。会议还根据

情况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对1982年制订的《佛山市集邮协会章程》进行了修改。其中有

两项重要改动是：1．除原有的个人会员外，市邮协原则上采用团体会员制，不再直接发展个

人会员；2．基层集邮组织8人以上可成立小组，30人以上成立分会。接着，3月21日，为

纪念市邮协成立17周年，协会在佛山图书馆举办首次“邮票设计家作品展”。应邀前来参展

并进行签名活动的有吴建坤、邓锡清、潘可明、邹建军。展出作品共80个展框1000多张贴

片。吴建坤、潘可明为这次活动设计了一个纪念封，市邮电局为此刻制了两枚临时收寄日

戳，并设立临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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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兄弟市邮协之间的了解，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共同推动集邮活动的开展，佛山经

与中山、江门邮协联系，决定联合举办三市竞赛级集邮展览，并作巡回展。首站于8月1日

在江门市开幕，展出邮集有传统、税票、邮政用品、专题、极限、航天、青少年等七个种

类，共计29部集100框1600片。第二站于9月26日至27日在中山市展出。最后一站于

10月1日至2日在佛山市禅星通信总汇展出，同时举行颁奖仪式和举办’98佛山集邮日，

邀请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常增书先生前来讲述如何编组专题邮集，以达到促进提高的目的。著

名广东籍邮票设计家卢天骄、潘可明应邀为这次活动设计了一款纪念封和戳。这次联展经三

市行家认真评审，评出一等奖2部、二等奖8部、三等奖12部、纪念奖7部。我市送展的

11部邮集，有8部是首次亮相的，其中顺德的《天安门普票》和《新中国“文”字邮票》

双双夺得联展一等奖。

8月5日，市邮协和市团委、市妇联、市教委联合发文，决定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有关通

知精神，在全市开展“展望新世纪邮票”儿童设计竞赛活动，广泛发动适龄儿童积极参与，

将自己心目中的2l世纪绘入方寸，以激励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努力学习，达到增长

知识的目的。经过两个月的宣传发动，共计79间学校、幼儿园、课外辅导单位参与了这项

活动，816名6至12岁的儿童参加了竞赛，收到作品共867幅。经评审，评出邮票设计奖

和邮品设计奖各10名，优胜奖29名，纪念奖50名。获奖的99幅图稿经送省参赛，人选特

等奖13幅，一等奖18幅，二等奖14幅，三等奖22幅。张槎青柯小学吴伯浩同学的作品

(--十一世纪电讯宇宙联网》还被选用为广东省“展望新世纪邮票”儿童设计竞赛活动纪念

封图案。省邮协在全省获奖作品中选出29幅图稿制成纪念邮资明信片，其中有19幅是佛山

的图稿。

省邮协在全省获奖作品中选送6幅图稿参加全国竞赛，入围5幅，占全国入围作品的

10分之一，其中佛山占了4幅，他们分别是佛山元甲小学张舒然的《保护生态从我做起》、

梁嘉舜的《新世纪和平发展颂歌》、张槎东鄱小学庞洁瑜的《和平与美丽》、南海大沥中心小

学林霄锋的《救救我们》。上述4位同学1999年2月3日应国家邮政局邀请前往北京现场作

画并参观了北京邮票印刷厂等。这次活动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得到了市教委、团委、妇联、

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宫、石湾文化馆以及各学校的积极参与。

1999年3月19日，市邮协在升平路电信招待所六楼召开理事年会，纪念协会成立18

周年，并根据邮电分营，人员工作变动情况，推选市邮政局局长冼伟雄为会长，增选南海邮

政局陈祖荣、南海邮协冯荣为常务理事。

4月12日，全国集邮联会长罗淑珍和组织部部长谢波在省邮协秘书长李朝友的陪同下

前来佛山视察工作。罗会长接见了佛山应邀前往北京现场作画的四位小朋友，听取了冼伟雄

会长的工作汇报，并欣然为佛山邮协会刊题词。自此， 《佛山邮花》会刊更名为《佛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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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9月18日至19日，市邮协会同市教委在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了我市首届青少年集邮一框

展，共展出来自佛山市区、南海、顺德、高明市的参展邮集35集。经评审，评出“最佳白

兰花奖”邮集2部， “白兰花奖”邮集16部，其它均为纪念奖。为扩大宣传力度，进一步

推动佛山青少年集邮活动的开展，开幕EI还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表彰获奖邮集及佛山人

选全国50幅儿童邮票设计图稿的4位同学及指导老师。市邮协为这次活动特意用上述4位

同学的人选图稿印制了一款邮资明信片，并刻制了一枚纪念戳。

9月25 El至26日，市邮协与市总工会联合在佛山图书馆组织了’99佛山集邮EI活动，

主要内容是举办佛山市职工集邮一框展，展出邮集72部8l框。经评审，评出一等奖3名、

二等奖5名、三等奖12名、优秀奖lO名。用一框的形式举办职工邮展，这在佛山尚属首

次。本次邮展还征集展出了多部开放类邮集，其新颖的创作构思和组集格局吸引了不少集邮

爱好者。
．

12月，市邮协和顺德邮协分别成功承办了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的“中国航天科

技展览暨航天集邮展”。这次巡展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各巡点市委宣传部主办，广东南方通

信集团公司协办并提供了两款纪念戳。17—20日，展览在佛山图书馆举办，近2万人兴致勃

勃地观看了我国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号的l：3比例模型、回收舱返回地面时的降

落伞、航天试验录像和图片展、集邮展等。荣获江泽民主席颁发“二弹一星”金质奖章的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院长孙家栋等航天专家还应邀于开幕日上午在展览现场为广大集邮爱好者签名留念。

2000年3月18日至20日，值佛山市集邮协会成立19周年之际，市邮协与江门、中山

邮协再度携手合作，邀请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前来举办个人作品展览、讲座及现场签

名活动。具体是：首站在佛山图书馆，接着到中山市，最后是4月l至3日在江门五邑图书

馆举办。万维生为这次活动专门设计了一款《水仙花》邮折、一款纪念封和三款纪念戳。市

集邮公司用T83《天鹅》、T147《水仙花》邮票的第一图，在石湾美术陶瓷厂制作了两款精

美的陶艺碟，供收藏者选购和现场签名。

8月5日至7日，广东省一框集邮展览在省科技中心举办，这是一次竞赛级展览，我市

选送的29部参赛邮集全部获奖。获奖情况是：金奖1名、大镀金奖2名、镀金奖9名、大

银奖4名、银奖4名、镀银奖2名、铜奖7名。

lO月2l一22日，’2000佛山集邮Et以“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为主题在佛山图

书馆举办。本届集邮日内容丰富，场面气氛热烈，广大集邮爱好者争先在两块lOxl．5米的

支持北京申办奥运的横幅标语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市邮协将签满姓名的横幅寄至北京申办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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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组委会，捎去佛山邮迷的热情和希望。这次集邮日还举办了佛山市竞赛级集邮展览，同

时展出的有广东省一框集邮展览中佛山获奖邮集，以及“新世纪的邮政”少儿绘画比赛优

秀作品。这次竞赛级邮展共展出传统、邮政史、邮政用品、专题、极限和青少年类展品17

部56个标准框，经孙海平、黎永洪、周伟雄、黎佐云等省级评审员打分，评出金奖和镀金

奖各1名、银奖6名(其中青少年类3名)、铜奖2名，另外， 《戏曲》和《佛山》两部邮

集分别获得开放类最佳奖和优秀奖。

2001年，佛山市邮协迎来了20岁诞辰，为以全新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协会在第

49期《佛山集邮》报上刊出征集会徽启事，得到了广大集邮爱好者的响应。经挑选，最后

决定选用何光华先生设计的图稿为会徽。会徽由两枚三角型票托起居中的一枚棱型票和一

个火炬构图，邮协以会徽为主图设计印制了3000枚周年纪念封寄给会员。

3月18日，市邮协在市电信招待所隆重召开邮协成立20周年纪念暨市区第二届会员代

表大会。协会八届理事会成员和九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还有来自市区各基层集邮分会、

小组的会员代表，共80多人出席了会议。十分荣幸的是，全国集邮联合会副秘书长王三义

先生、原广东省集邮协会会长黄连茂和省协副秘书长汤小华女士也亲临指导并致祝贺词。

会议由八届理事会对四年的工作作了总结，接着进行九届理事会的理事选举。包括邮

政系统、邮协各相关单位、各集邮分会、小组推荐的代表和社会集邮行家等57人，得到与

会代表的一致通过，他们分别在组织、学术、邮展、宣传小组和青少年工作委员会中担任

相关工作。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完成换届工作，为协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200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80周年诞辰，为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中华全国集邮联、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少工委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5月底联合发文，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我心中的歌”青少年集邮征文比赛。市邮协接到通知后积极联系

市教委、团委、关工委和儿童活动中心等单位，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该项工作，短短一

个月时间，邮协就收到了来自全市35所中小学校的作品736篇，其中小学组354篇，中学

组382篇，征文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都相当出色。作品反映出学生们通过邮票联想丰富、

思维活跃、、文笔优美、结构严谨，对党、祖国和老一辈革命家充满深厚的感情。经省筛

选，我市有三篇文章被选送参加全国比赛，其中佛山市区鸿业小学葛丽同学的《方寸中的

辉煌》和第二十四小学周嘉欣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分别荣获全国二等奖和三等

奖。通过这样的征文活动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充

分发挥了集邮育人的社会教育功能。

6月27日至7月1日，市邮协配合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建党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佛

山图书馆地廊举办了《建党80周年集邮展览》，展出我市一批集邮爱好者的珍贵藏品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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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其中有邮票、邮品、粮票、像章和剪报等素材。协会还印刷门票免费送给市区各大中小

学和集邮分会，吸引了近万人次前来参观。同学们在展框前仔细观看，流连忘返，有认真抄

写资料、录像和照相的，也有的家长为孩子进行讲解和教育。许多观众认为，邮票等收藏品

内涵丰富，反映史实，形象生动，通过参观这些年代久远的邮票、粮票、图片和实物，有助

于缅怀历史，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市和江门、珠海、中山集邮协会于6月30日至7月8

日还联合举办了“邮票设计家作品展暨四市集邮联展”，特邀李印清、潘可明、邹建军和王

振华四位我国资深的邮票设计家前来设展并在现场签名，同时展出的还有四市参加2001年

广东省竞赛级邮展的邮集，规模达140框。

10月14日，市邮协在佛山图书馆举办’2001“佛山集邮日”，活动内容主要是举办会员集

藏品交流会。参与交流的邮品有145项，总价值超过90万元。虽然成交不理想，但对帮助集邮

爱好者调剂余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月，省邮协在中山市举行“2001粤港澳台集邮学术研讨

会”，我市选送了3篇学术论文参加，其中宋健一的《普东2子模特征版式研究》作为优秀论文

在大会上宣读交流，并人选全国集邮联选辑的(2000—2001中国集邮文选》。

2001年是新世纪元年，各类集邮活动接二连三，我市集邮成绩也捷报频传。在2001广

东省集邮展览上，我市参赛的12部邮集全部获奖。其中，吕景粲的《新中国旧币值天安门

普通邮票》和傅嘉驹的《华南人民邮政》分别获金奖+最佳奖；傅骥的《新中国“文”字邮

票》和罗平的《孙中山像邮票》分别获大镀金奖；何国津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纪念邮

票》获大镀金奖+传统类特别奖。同年，在南京举办的2001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上，吕景粲的

《新中国旧币值天安门图普通邮票》获大金奖+特别奖；傅嘉驹的《华南人民邮政》(1947．1l一

1950．8)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邮票》分别获金奖；同时获金奖的还有罗平的《中信版孙中山

像邮票及其16分加盖改值》。年底，配合第五届中国花博会在顺德陈村举办，花博会组委会

和省邮协同步在花博会现场举办了以“花”为主题的邮票展览，我市在这次展览上共29部

邮集获奖，其中顺德周冠祥的《华之俏》获一等奖+特别奖。

进入2002年，佛山市集邮协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抓“一老一少”上，深入校园举办形式

多样的集邮活动，激发学生们的参与兴趣，以达到增知益智的目的。5月份，与共青团佛山

市委员会联合举办了首届“佛山市中学生集邮知识竞赛”，共有12所学校的102位同学参

加。竞赛活动分笔试和问答比赛两大部分，最后．南海黄岐中学、佛山一中和高明纪念中学

分获总成绩的前三名。

配合“邮票伴我行——首届广东集邮杯作文绘画创作大赛”活动，市邮协通过组织发

动，共收到全市3——5年级小学生作品292份。作品以“蓝色的海洋”、 “奇妙的宇宙”、

“通讯与生活”等为主题，运用邮票和课文知识进行创作，图文并茂，形式新颖，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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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学生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经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6名，二等奖18名，三

等奖45名。其中一、二等奖的作品推荐到省参赛，在省获得二等奖2名，三等奖lO名。

9月8日，市邮协举办了佛山市第二届青少年集邮夏令营，营员是参加集邮知识竞赛和

绘画比赛的优秀选手。活动内容有动手组编一贴片邮集、参观南风古灶和到美术陶瓷厂掐

泥公仔等。同学们对参加这项既可以提高审美能力又提高动手操作能力的活动非常有兴趣。

此外，市邮协还组织部分理事先后到全市十多所中学举办集邮知识讲座和集邮展览，通过

互动形式引导校园集邮活动的开展。

在抓青少年集邮活动的同时，市邮协还注意发挥集邮“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作用，

努力推动老年人集邮活动的开展。10月13日“佛山集邮日”在佛山图书馆举办节俭类和开

放类集邮展览，参展者以市离退休职工集邮协会的老同志为主。在5月份广州举办的首届

全国老年人集邮展览上，我市何国津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纪念邮票》获镀金奖，冯

荣的试验类邮集《邮乐场》和郑庆元的极限类邮集《长城》应邀参展。同年，何国津和冯

荣还被全国集邮联评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

跨入2003年，佛山五区整合打造广东第三大城市，市邮协增补了顺德区周继祖、苏伟

江为市邮协第九届理事。根据市邮政局领导更换情况，市邮协会长、法人代表由彭以忠局

长担任。

2003年市邮协的工作特点是以文化为主线，配合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强市的布署，

把宣传佛山、宣传地方文化为己任，利用佛山集邮日，于lO月12日在佛山图书馆举办了

“佛港集邮联展”和“佛山冯氏木版年画展览”，同时与市文联、禅城区教育局共同举办了

佛山年画专题征文和绘画比赛活动。两天的展览参观人数超出了1．5万人，场面之热闹使前

来参加佛港集邮联展的香港邮学会同行大为赞叹。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市邮协就收到来自

禅城区各中小学校的征文作品500多份，绘画作品近300份。经市文联组织专家评比，评

出征文和绘画一等奖各2名，二等奖各5名，三等奖各30名。不少学生是通过这次展览才

认识濒临灭亡的佛山木版年画，才了解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原来有如此深厚的民间传统工艺

文化底蕴。

4月17—21 E1．全国邮展在重庆市举办；11月20一24日，中国2003第16届亚洲国际

邮展在四川省绵阳市举办，吕景榘的《中国天安门图普通邮票》在上述两个邮展上分别获

得大金奖和大镀金奖，傅家驹的《华南人民邮政》、罗平的《中信版孙中山邮票及其16分

加盖邮票》分别获得金奖和镀金奖。2003年是我市集邮的丰收年，获奖等级为佛山集邮史

上最高，这是大市整合， “五虎齐上阵，骏马共飞奔”的结果。

集邮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朵红花，在邮电局、邮政局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下，近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在方寸中邀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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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中汲取知识，在方寸中得到美的启迪。这朵红花得以茁壮成长，同样离不开各基层组

织和热心人士的辛勤培植。佛山最早成立的集邮基层组织是佛山制药厂集邮小组，成立于

1983年6月30日，1988年升格为集邮分会，1986和1991年分别被省邮协授予“集邮先进

单位”称号。1995年因企业转制易名为“康宝顺集邮分会”，1998年7月又改名为“化学

制药集邮分会”。1996年前，佛山的基层集邮组织有14个，现发展到近40个。开展活动比

较活跃的有石湾邮协、市离退休职工邮协、康宝顺集邮分会、省六建集邮分会和水泵厂集

邮小组等。已有50多年集邮历史的市邮协副会长何国津，曾先后在佛山乐园、市博物馆、

石湾老干活动中心等地方举办个人邮展，以丰富的藏品热心地推动佛山集邮文化的发展。

他和郭宝殷、冯荣等佛山资深的老一代集邮行家还经常撰稿报刊、电台，热心地应邀到学

校、企业等基层组织宣传集邮知识。1992年，一批志同道合的集邮“发烧友”还成立了沙

龙式的“禅城邮苑”，他们至今仍坚持每月轮流主持活动一次，聚会研讨邮识，交流学术研

究心得，佛山(现禅城区)在全省取得的几项集邮大奖，多数出自于这个沙龙组织的成员。

跨进2004年，佛山市集邮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禅城区集邮协会于6月6日成

立，在此基础上，市邮协第九届理事会将提前换届，以适应大市管理的需要。相信，有南

海、顺德、禅城、三水、高明区邮协和全体会员同心同德的努力，佛山集邮之花一定会开

得更加璀灿、美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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