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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邮政营业厅

2．报刊门市部营业室

3．电信营业厅

4．平信分拣

5．托儿所小班小朋友们在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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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发展邮电事业(代序言)

《锦州邮电志》出版了。这是锦州邮电部门的一件大事。

编写《锦州邮电志》是继承与发扬我国编写地方志的优良传

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它具有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是利今

人而惠后世的千秋大业。

我局根据国务院和省、市人民政府、省邮电管理局关于编纂地

方志和各专业志的要求，于19 85年2月成立了组织，健全了机构，

抽调了编写人员(含几位离退休干部)，在局编委会的领导下，开始

了拟定篇目、收集资料。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查阅了国家第一、第

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吉林省、北京、天津、大连、长春、锦州

等省市的档案馆、图书馆及有关的省、市邮电系统档案室的各类档

案2 726卷，整理建立了各种资料40卷，累计达1 25．6万宇，为编写

工作积累了资料。通过“三老” (老干部、老党员、老工人)座谈

会的形式以及发函、走访等方法，也收集了大量的口碑资料，有的

人还把珍藏多年的资料交给编委会，为此，对有助于《邮电志》成

书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编写主要采取了广泛收集资料、专人编写、领导把关、主

管部门审查，众手成书的编写方法，使志书的资料来源具有广泛

性，保证了志书的质量。

局志办公室的编写人员在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科、室的

支持下，在省局、市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

心，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收集资料和编写，到l 988年5月，完成了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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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节25万字的具有时代、地方和专业特点的《锦州邮电志》的初

稿。经多方面征求意见，两次修改，现已付印出版。

这部志书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

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锦

州邮电103年(1884—1987年)以来的历史与现状，堪称为锦州邮

电的一部历史著述。

《锦州邮电志》不但提供了历史资料，也从另一侧面总结了建

国以来邮电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了锦州邮电事业发展的

规律。这对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锦州邮电事业发展的长远规划，

实现邮电通信现代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锦州邮电

志》也是对广大邮电干部、职工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邮电事业教育的好教材，教育邮电干部、职工以高度的爱国主

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投身于邮电现代化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

义。

由于锦州邮电历史时间长，因此收集资料比较团难。加之编写

人员经验不足，书中错误难免。恳切希望有关部门、各级领导、同

行及读者给予指正，以便再次编修时更加准确，这是我们的殷切希

望。

锦州市邮电局《邮电志》编委会主任

锦 州 市 邮 电局 局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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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锦州邮电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进行编纂，

使之成为新型的锦州邮电的“百科全书”。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知识性相统一，具有教育意义和使用价值。有利于锦州邮

电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凡涉及重大历史问题

和事件，均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编写；坚持详今

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叙述近代、现代锦州邮电历史和现

状，力求体现邮电发展的全貌及客观规律性；坚持实书直叙，让事

实说话，编者的观点，寓事实于记叙之中，一般不加批评论褒贬。

篇目：本志书篇目的布局坚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

采取章、节、目。开始时用卷、篇，经第五次修改，形成现在的篇

目。章、节中穿插部分图表和照片。全志书正文分为：概述、大事

记、建置沿革、服务网点、邮政通信、电信通信、经营管理、教

育、科技、基本建设、职工队伍、．党群组织、后记等章。全书计25

万字。

断限：本志书上限1 884年开始，按照略古详今，以类系时追溯

到上限。下限至1 987年l 2月3 1日。

体裁：本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裁(没用

“传”)。

文体：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明
1



通俗。

称谓：本志书之历史纪年，清代冠以当时年号，括弧内注明公元。

民国后，民国年号、括弧内注明公元年号。建国后冠以公元。地理名

称，各级政府、历届局一级官职称呼，均以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

谓，昔地名，注明现地名。

数字：本志书各类统计一律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要统一体例》的通知精神执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引

用古籍，图书资料时一般用汉字表示。本志中所有统计数字，以各

年统计报表为准。

资料来源：本志书编写的资料，主要是来自： (一)国家、

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收集的资料； (二)本局、省局、各兄弟局

档案室、局志办收集的资料； (三)通过“三老” (老干部、老党

员、老工人)座谈、家访、信访收集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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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锦州位于辽宁省西南，渤海北岸。西与秦皇岛市、青龙县毗

邻；北依松岭山脉与朝阳、阜新两市接壤；东与盘山、台安、新

民三县相连；南临渤海，与营口市隔海相望。全地区东西长300公

里，南北宽50公里，素有“辽西走廊”之称，是关内外交通枢纽和

辽西的经济文化中心。

1 985年全地区总面积1 7 466平方公里。人口4 600 3 1 1A。锦州

市区人口770 228人。

锦州地区管辖黑山、北镇、义县、锦县、锦西、兴城、绥中等

2市5县和古塔、凌河、南票，葫芦岛、太和等5个区。县区下辖142

个乡，59个镇和21个市内街道办事处。

(二)

邮电通信历吏源远流长。据记载，中国古代的官方通信活动，

远在殷商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1 1世纪)就以击鼓传声来传递信

息。春秋时期，又出现了乘车骑马的专使和专门负责接力递送公

文的邮传组织。战国时期不仅各诸侯有邮传，而且有的贵族也有

邮传。《孟子》书中引用孔子的话说：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

命”。正是当时邮传已很普及且为人们所熟悉的证明。这个时期，

属于燕国管辖的辽西郡除长城和障塞上以烽火传递军事信息外，

在贯穿燕京至辽西(治所阳乐，今北镇县境内)的大道上，也有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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