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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志书，记载历史，以资借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编写专业志，特别是编写((秭归县邮电志》，对于

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因此，((秭归县邮电

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秭归县邮电志))上溯秭归邮电的创办之年，下限第六

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记述了秭归邮电一百年的悠久历史。

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虽然历时三年，但实际工作只用了

一年多时间，本志几位编辑同志跋山涉水到外地收集资料，

夜以继日伏案编撰，付出了辛勤劳动。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

了。尽管它还不够很完善，但却是一本系统介绍秭归邮电历

史和现状的资料全科书。它对于我们了解邮电企业的历史全

貌，继承和发扬邮电的光荣传统，吸取自身发展中的经验教

训，探求邮电通信建设规律以及对职工进行传统教育，使我

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树立革命的自信心，从而更好

地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把山区邮电通信建设推向前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地方志素有“鉴往"、“资治"的功能，《秭归县邮电

志努是一部专业志。希望它能为发展山区邮电事业，改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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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落后面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利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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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秭归县邮电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秭归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

状，旨在为秭归邮电通信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具

有资料存贮、检索、利用功能。

三、本志上溯一八八四年，下限一九八五年底，记述了

秭归为期一百年的邮电发展史，并对唐代以后秭归“邮铺、

驿站"作扼要记述。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内容采用记、志

传、图、表等体裁，结构层次设章、节、目、子目。

五、本志包括秭归邮电的历史和现状，共分大事记等六

章，二十节、五十目，五万八千余字。另附局所网路、示意

图两张，照片五十张。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

七、图表附在相关章节中。

八、史料均引用原文。残缺的文字，用口充其位置。

九、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称，并在括弧内注明公元年代。

十、历史地名仍用原称。

十一、’专业术语未加注释。

十二、本志使用数据，主要由本局档案室提供，同时参

照省局汇编的统计数据和县统计局汇编的统计数据。



目 录

序⋯⋯⋯⋯⋯⋯⋯⋯⋯⋯⋯⋯⋯⋯⋯⋯⋯(1)

凡倒⋯⋯⋯⋯⋯⋯⋯⋯⋯⋯⋯⋯⋯⋯⋯⋯( )

大事记述⋯⋯⋯⋯⋯⋯⋯⋯⋯⋯⋯⋯⋯⋯(1)

第一章 历史沿革⋯⋯⋯⋯⋯⋯!⋯⋯⋯⋯⋯⋯⋯··(7)

第一节秭归史地建置简述⋯⋯⋯⋯⋯⋯⋯⋯⋯⋯(7)

第二节建国前邮政通信机构沿革⋯⋯⋯⋯⋯⋯⋯(7)

一 邮铺驿站⋯⋯⋯⋯⋯⋯⋯⋯⋯⋯⋯⋯⋯(7)

二 大清邮政⋯⋯⋯⋯⋯⋯⋯⋯⋯⋯⋯⋯⋯⋯(9)

三 中华邮政⋯⋯⋯⋯⋯⋯⋯⋯⋯⋯⋯⋯⋯⋯(10)

(一) 代办所信柜⋯⋯⋯⋯⋯⋯⋯⋯⋯⋯⋯⋯(10)

(二) 军邮⋯⋯⋯⋯⋯⋯⋯⋯⋯⋯⋯⋯⋯⋯⋯⋯(12)

(三) 递传哨⋯⋯⋯⋯⋯⋯⋯⋯⋯⋯⋯⋯⋯⋯⋯(12)

第三节建国前电信通信机构沿革⋯⋯⋯⋯⋯⋯⋯(13)

一 电报⋯⋯⋯⋯⋯⋯⋯⋯⋯⋯⋯⋯⋯⋯⋯⋯(13)

二 长话⋯⋯⋯⋯⋯⋯⋯⋯⋯⋯⋯⋯⋯⋯⋯⋯(14)

三 无线电台⋯⋯⋯⋯⋯⋯⋯⋯⋯⋯⋯⋯⋯··(15)
四 市话⋯⋯⋯⋯⋯⋯⋯⋯⋯⋯⋯⋯⋯⋯⋯⋯(15)

五 农话⋯⋯⋯⋯⋯⋯⋯⋯⋯⋯⋯⋯⋯⋯⋯⋯(15)

第四节人民邮电机构沿革⋯⋯⋯⋯⋯⋯⋯⋯⋯⋯(16)

一 邮政代办所⋯⋯⋯⋯⋯⋯⋯⋯⋯⋯⋯⋯⋯(17)

二 邮电支局、所、公社邮电局⋯⋯⋯⋯⋯⋯(18)

三 股室班组⋯·⋯⋯⋯⋯⋯⋯⋯⋯⋯⋯⋯⋯”(19)

一1一



第二章 邮政通信⋯⋯⋯⋯⋯⋯⋯⋯⋯⋯⋯⋯⋯⋯(21)

第一节邮政业务⋯⋯⋯⋯⋯⋯⋯⋯⋯⋯⋯⋯⋯⋯(21)

一 函件⋯⋯⋯⋯⋯⋯⋯⋯⋯⋯⋯⋯⋯⋯⋯⋯(21)

二 包件⋯⋯⋯⋯⋯⋯⋯⋯⋯⋯⋯⋯⋯⋯⋯⋯(22)

三 汇兑⋯⋯⋯⋯⋯⋯⋯⋯⋯⋯⋯⋯⋯⋯⋯⋯(23)

四 储蓄⋯⋯⋯⋯⋯⋯⋯⋯⋯⋯⋯⋯⋯⋯⋯⋯(23)

五 发行⋯⋯⋯⋯⋯⋯⋯⋯⋯⋯⋯·j⋯⋯⋯⋯．(24)

六 机要⋯⋯⋯⋯⋯⋯⋯⋯⋯⋯⋯⋯⋯⋯⋯⋯。(弱)

七 附录：邮政业务量统计表⋯⋯⋯⋯⋯一jj．．(26)

第二节邮政运输⋯⋯⋯⋯⋯⋯⋯⋯⋯⋯⋯⋯⋯⋯(．297)

一 邮路⋯⋯⋯⋯⋯⋯⋯⋯⋯⋯⋯⋯⋯⋯⋯⋯(27)

二 邮运⋯⋯⋯⋯⋯⋯⋯⋯⋯⋯⋯·j：⋯⋯⋯⋯(31)

三 工具⋯⋯⋯⋯⋯⋯⋯⋯⋯⋯⋯⋯⋯⋯⋯⋯(31)

第三节城乡投递⋯⋯⋯⋯⋯⋯⋯⋯⋯⋯⋯⋯⋯⋯(32)

一 市内投递⋯⋯⋯⋯⋯⋯⋯⋯⋯⋯⋯⋯⋯⋯(32)

二 乡村投递⋯⋯⋯⋯⋯⋯⋯⋯⋯⋯⋯⋯⋯⋯(33)

第四节邮政质量⋯⋯⋯⋯⋯⋯⋯⋯⋯⋯⋯⋯⋯⋯(34)

第三章 电信通信⋯⋯⋯⋯⋯⋯⋯⋯⋯⋯⋯⋯⋯⋯(36)

第一节电信业务⋯⋯⋯⋯⋯⋯⋯⋯⋯⋯⋯⋯⋯⋯(36)

一 电报⋯⋯⋯⋯⋯⋯⋯⋯⋯⋯⋯⋯⋯⋯⋯⋯(36)

二 长话⋯⋯⋯⋯⋯⋯⋯⋯⋯⋯⋯⋯⋯⋯⋯⋯(39)

’三·市话⋯⋯⋯⋯⋯⋯⋯⋯⋯⋯⋯⋯⋯⋯⋯⋯(42)

四 农话⋯⋯⋯⋯⋯⋯⋯⋯⋯⋯⋯⋯⋯⋯⋯⋯(44)

第二节电信网路⋯⋯⋯⋯⋯⋯⋯⋯⋯⋯⋯⋯⋯⋯(46)

一 电路⋯⋯⋯⋯⋯⋯⋯⋯⋯⋯⋯⋯⋯⋯⋯⋯(46)

(一) 电报电路⋯⋯⋯⋯⋯⋯⋯⋯⋯⋯⋯⋯⋯⋯(46)

一2一



．(二) 长话电路⋯⋯⋯．．．⋯⋯．．．‘⋯?⋯⋯⋯⋯⋯··(47)

(三) 市话电路⋯⋯⋯⋯⋯⋯⋯⋯⋯⋯⋯⋯⋯⋯(49)

(四) 农话电路⋯⋯⋯⋯⋯⋯⋯⋯⋯⋯⋯⋯⋯⋯(50)

二 设备⋯⋯⋯⋯⋯⋯⋯⋯⋯⋯⋯。⋯⋯⋯⋯⋯(53)

(一) 电报设备⋯⋯⋯⋯⋯⋯⋯⋯⋯⋯⋯⋯⋯⋯(53)

(二) 长话设备⋯⋯⋯⋯⋯⋯⋯⋯⋯⋯⋯⋯⋯⋯(54)

(三) 市话设备⋯⋯⋯⋯⋯⋯⋯⋯⋯⋯⋯⋯⋯⋯(55)

(四) 农话设备⋯⋯⋯⋯⋯⋯⋯⋯⋯⋯⋯⋯⋯⋯(56)

附录：历年电话机数量表⋯⋯⋯⋯⋯⋯⋯⋯⋯⋯(58)

三 口外通信⋯⋯⋯⋯⋯⋯⋯⋯⋯⋯⋯⋯⋯⋯(58)

(一) 航空电员分会电台秭归分台⋯⋯⋯⋯⋯⋯·(58)

．(二) 兴秭煤矿管理处电台⋯⋯⋯⋯⋯⋯⋯⋯⋯(59)

(三) 信号台⋯⋯⋯⋯⋯⋯⋯⋯⋯⋯⋯⋯⋯⋯⋯(59)

(四) 广播专线⋯⋯⋯⋯⋯⋯⋯⋯⋯⋯⋯⋯⋯⋯(59)

(五) 北沱煤矿⋯⋯⋯⋯⋯⋯⋯⋯⋯⋯⋯⋯⋯⋯(59)

(六) 盐关煤矿⋯⋯⋯⋯⋯⋯⋯⋯⋯⋯⋯⋯⋯⋯(59)

(七) 九湾溪电站⋯⋯⋯⋯⋯⋯⋯⋯⋯⋯⋯⋯⋯(60)

(八) 秭归县橙汁厂⋯⋯⋯⋯⋯⋯⋯⋯⋯⋯⋯⋯(60)

第三节电信质量⋯⋯⋯⋯⋯⋯⋯⋯⋯⋯⋯⋯⋯⋯(60)

一 电报质量⋯⋯⋯⋯⋯⋯⋯⋯：．．⋯⋯⋯⋯⋯(60)

二 长话质量⋯⋯⋯⋯⋯⋯⋯⋯⋯⋯⋯⋯⋯⋯(61)

三 市话质量⋯⋯⋯⋯⋯⋯⋯⋯⋯⋯⋯⋯⋯⋯(62)

四 农话质量⋯⋯⋯⋯⋯⋯⋯⋯⋯⋯⋯⋯⋯⋯(63)

附录：秭归县电话所、电讯室负责人名单⋯⋯⋯(64)

第四章 邮电效益⋯⋯⋯⋯⋯⋯⋯⋯⋯⋯⋯⋯⋯⋯(65)

第一节正常效益⋯⋯⋯⋯⋯⋯⋯⋯⋯⋯⋯⋯⋯⋯(65)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特殊效益⋯⋯⋯⋯⋯⋯⋯⋯⋯⋯⋯⋯⋯⋯(66)

一 抗洪救灾⋯⋯⋯⋯⋯⋯⋯⋯⋯⋯⋯⋯⋯⋯(66)

二 为党的中心服务⋯⋯⋯⋯⋯⋯⋯⋯⋯⋯⋯(66)

三 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67)

第五章 邮电经济⋯⋯⋯⋯⋯⋯⋯⋯k⋯⋯⋯⋯⋯(68)

第一节经营管理⋯⋯⋯⋯⋯⋯⋯⋯⋯⋯⋯⋯⋯⋯(68)

一 ，计划统计⋯⋯⋯⋯⋯⋯⋯⋯⋯⋯⋯⋯⋯⋯(68)

二 财务⋯⋯⋯⋯⋯⋯⋯⋯⋯⋯⋯⋯⋯⋯⋯⋯(69)

三 供应⋯⋯⋯⋯⋯⋯⋯⋯⋯⋯⋯⋯⋯⋯⋯⋯(69)

第二节经济体制⋯⋯⋯⋯⋯⋯⋯⋯⋯⋯⋯⋯⋯⋯(69)

第三节经济指标⋯⋯⋯⋯⋯⋯⋯⋯⋯⋯⋯⋯⋯⋯(70)

第四节经济效益⋯⋯⋯⋯⋯⋯⋯⋯⋯⋯⋯⋯⋯⋯(71)

第六章 综述⋯⋯⋯⋯⋯⋯⋯⋯⋯⋯⋯⋯⋯⋯⋯(74)

第一节组织⋯⋯⋯⋯⋯⋯⋯⋯⋯⋯⋯⋯⋯⋯⋯⋯(74)

一 党组织⋯⋯⋯⋯⋯⋯⋯⋯⋯⋯⋯⋯⋯⋯⋯(74)

二 行政⋯⋯⋯⋯⋯⋯⋯⋯⋯⋯⋯⋯⋯⋯⋯⋯(76)

附录；历届行政负责人名单⋯⋯⋯⋯⋯⋯⋯⋯⋯(77)

三 工会⋯⋯⋯⋯⋯⋯⋯⋯⋯⋯⋯⋯⋯⋯⋯⋯(79)

第二节职工生活⋯⋯⋯⋯⋯⋯⋯⋯⋯⋯⋯⋯⋯⋯(80)

．一 职工教育⋯⋯⋯⋯⋯⋯⋯⋯⋯⋯⋯⋯⋯⋯(80)

二 工资福利．．．⋯⋯⋯⋯⋯⋯⋯⋯⋯⋯⋯⋯⋯(80)

三 文体活动⋯⋯⋯⋯⋯⋯⋯⋯⋯⋯⋯⋯⋯⋯(81)

第三节杂记⋯⋯⋯⋯⋯⋯⋯⋯⋯⋯⋯⋯⋯‘⋯⋯⋯(82)

一 荣誉⋯⋯⋯⋯⋯⋯⋯⋯⋯⋯⋯⋯⋯⋯⋯⋯(82)

(一) 先进集体⋯⋯⋯⋯⋯⋯⋯⋯⋯⋯⋯⋯⋯⋯(82)

(二) 先进个人⋯⋯⋯⋯⋯⋯⋯⋯⋯⋯⋯⋯⋯⋯(83)

——4——



人物小传⋯⋯⋯⋯⋯⋯⋯⋯⋯⋯⋯⋯⋯⋯(84)

重要事件⋯⋯⋯⋯⋯⋯⋯⋯⋯⋯⋯⋯⋯⋯(85)

行管人员记略⋯⋯⋯⋯⋯⋯⋯⋯⋯⋯⋯⋯(86)

一5一



大事记述

(公元1884"-'1985年)

光结十年(1884年)四月，展设商办电报线由武汉、沙

市、宜昌到归州。

光绪十六年(1890年)，归州设立电报房。光绪二十二

年(1896年)，归州开办电报局，上海官督商办电报总局派

报员凌幼海任归州电报局局长。·

光结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三日，归州开办邮政代

办所，由州内铺商鼎盛永经办，隶属宜昌邮界总局。宣统元

年(190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改升为内地邮局，罗丹廷任

局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二日，新滩邮政代办所开

办，隶属宜昌邮政分局，至民国元年(19129)改划归州邮

局管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十七日，’因战争及地

方情形需要，改升为临时三等邮局，由湖北邮政管理局派二

等二级邮务佐孟启发任局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九

月，降为代办所。
’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十三日，波滩邮政代办

所开办，由当地铺商向长春经办。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十月，改设临时三等邮局，陈正玖任局长。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陈调巴东，由信差卢佩钦一人兼办业务。民国

三十三年(1944年)七月，降为代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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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十八日，香溪开办邮政代办

所。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十六日，改升三等邮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降为代办所。

民国元年(1912年)，开辟香溪至兴山间日步班邮路。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设立交通部秭归电报局香溪

电报营业处，电报靠话传。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三

十一日，因业务清淡撤消。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五日，武汉撤守，秭归

三等邮局与湖北邮政管理局失去联络，改由东川邮政管理局

管辖。

一九四九年八月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

一师二团攻克秭归县城。九月一日，邮政、电信两局正式由

人民接管。 、

’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秭归邮、电两局合并为秭

归县邮电局，县政府电话班同时并入邮电局。省局任命邹瑞

为局长，高文钟为副局长。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新设茅坪邮电支局、新滩、波

滩、水田坝、槐树坪、两河口、窑湾溪、沙镇溪七个邮电

所。
。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共秭归县邮电局支部委员会建立，

副局长王植善任书记。

一九五七年四月，县委机要组并入邮电局，共配机要员

三人，担负全县机要收发和兴山县机要传递工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宜昌～秭归～兴山同线电

报电路开通，使用王氏音频振荡器收发电报。

一九六。年七月，秭归～宜昌无线电报电路开通，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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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B型十五瓦电台两套及附属设备。一九八四年更新“八

一"电台一套。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宜昌～巴东省内委办轮船邮路开

通，中途停靠香溪，秭归进出口邮件从此经转。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凌晨四时，归州暴雨成灾，导致

东门城墙倒塌一段，长四十米，高七米。打塌县局职工宿舍

三间，人口幸免。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秭归～宜昌、兴山同时安装2 0 2型

三路载波终端机，我县长话首次使用多路载波。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

我县邮电分开。设秭归县邮局、秭归县电信局，分别隶属秭

归县交通邮政科、中国人民解放军秭归县人民武装部领导。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又遵照上级指示合并为秭归县邮电局。

一九七一年元月一日，我县首次开辟沙镇溪～两河，秭

归～桑坪自行车邮路。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省局从沙市局调拨东20拖拉

机一台给我局，秭归至香溪干线邮运首次使用机动车辆。一

九七五年五月．，我县购置一辆天津吉普车，开通秭归～香溪

自办汽车邮路。一九八二年六月，更新北京2 l 2型邮运吉普

车一辆。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八时五十五分，长江1010轮

因江水上涨，泊位水乱，从香溪移锚至江南窑湾溪时，不慎

将过江电话飞线挂住，船桅当即折断，九时零九分方解脱，

造成通信线路损坏。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全县遭受百年未遇特大洪灾，五

个区二十六个公社电路中断，损坏线路5 l 4对公里，冲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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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686根，损失达91-480元。灾后，县局共组织七个抢险小

组，奔赴各地抗洪抢险，至十二日二十时零五分，受阻电路

全部抢通。 ．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县局设四股一室，即：政工、

邮政、电信、计财股，办公室。中共秭归县委工交政治部一

次任命所配干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政工股撤消。

一九八四年元月，增设党总支办公室、工会办公室，行政股

室未变。

一九七六年，我县首辟秭归～桑坪摩托车邮路，至一九

七九年底，因山区路面条件及安全因素，取消摩托车邮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秭归～宜昌有线电传电报电路开通，

我县首次使甩电传打字机收发电报。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秭归至宜昌单路电报传真电路开
通，我县电报首次使用真迹传真。一九七九年因业务清闲及

传输标准差停开。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六日，我局安装HT903／2型200门纵

横制自动交换机，秭归县城首次使用自动电话。一九八四年

省局批准市话增容，八月一日二十二时，增容工程竣工，更

．新的市话五百门纵横制自动交换机割接开通。

一九七八年一月，县局综合邮电大楼落成，总面积1110

平方米。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秭归至陕西营农话电路安装zM J

200一l型三路载波机，农话实现多路载波。同月，安装JH

101—2型电话会议汇接台，减轻了话务员劳动强度。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中共秭归县邮电局总支委员会成

立，局长顾金祥任书记，下设行政j邮政、电信三个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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