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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3年邮电部原副部长李临川参观”井冈之夏”邮展。

井冈山市邮电志



井冈山市邮电通信“两化一网”庆典大会

井冈山移动电话发射塔

《竹子势斗寺种邮票首发式暨《井冈之夏》集邮展览。

图为邮电部副部长李]1缶11l(左)与江西省邮电局局

长刘兆存(右)揭牌后情景。

井冈山黄洋界微波站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际．邮票门市部门 《井冈山邮电志》终审会议

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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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邮电志>经过编纂者多年的辛勤劳动，今天终于面世了。它是第

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井冈山邮电局从1959年建局到1994年35年间形成．

和发展，以及解放前苏区通信艰难而光辉历史的志书。志书侧重于井冈山邮

电通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业绩，突出展示了邮电业务的发展和通

信技术的进步，谱写了几代邮电职工建设新井冈的美好篇章o

’井冈山邮电局虽然建局时间比较晚，历史不长，但发展比较快。为了很好

地总结过去，服务当代，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多借鉴以往成功

的经验，少走弯路，我们编纂人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学好修志专业知识，查阅．

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搜集了50余万字的图片资料，采用记实的手法，客观真实

地记载了井冈山邮电通信事业发展历程，体例规范，详略得当。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除了编纂人员的努力外，还得到了吉安地区邮电局

文史办和兄弟县邮电局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o、‘
。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缺乏，以及编纂人员学识水平所限，纰漏和错误之处

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o

刘冬生

1996年7月3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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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井冈山邮电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选择具有时代气息、专业特色的资料，力求

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相结合。

二、《井冈山邮电志>是全面记述井冈山邮电历史和现状的志书。上限自

1959年7月起，下限至1994年12月，但为使记叙脉络清晰，偶有因事而异的

上溯或下延。

三、史志资料的取舍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的在存文件和当时老同

志的切身经历和回忆为依据；图表数据以历年的统计年报为依据。

四、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横陈现状、纵述沿革的写作方法，

图、文、表并行，图、表随文而设。

五、统计表格中一律运用阿拉伯数字，行文中反映年份和数据时也运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

六、关于名称的使用，首次使用时写全称，再用时写标准简称。

七、书中所涉及到的计费和计量的单位标准，均以当时的币制和计量制为

准o

八、大事记中反映的各个时期党、政、群组织成员为副科级以上人员。一

九、历史纪年，均按公元纪年编写o

十、本志书有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以及图表，结构上设章、节、目，全书

共7章，约10万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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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东南与

遂川县相邻，西南与湖南省酃县接壤，东北与泰和县为界，西北与宁冈县、永新

县毗邻。全市总面积为660．87平方公里，人口57539人，共辖4乡2镇，29个

村委会，249个村民小组，475个自然村，5个居委会。境内有一个省属国营垦

殖场和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中共井冈山市委、井冈山市人民政府驻于市

域经济文化中心——茨坪镇。
。井冈山南北长约5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最高山峰江西坳海拔1841

米。井冈山峰峦起伏，森林茂密，山多地少，气候温和，地势复杂，景色优美，资

源丰富。自东汉以来就世代居住着土籍人，从唐朝末年至1950年，茨坪及茨

坪以北的罗浮、厦坪、拿山地区均属永新县管辖，茨坪以南的黄坳、下七地区汉

时为庐陵新兴县地，晋为遂川地，隋、唐为泰和县地，元、明、清归为龙泉县(今

遂川县)o明末清初，闽、粤有蓝、黄两姓客籍人迁居现井冈山村建村立籍o

1949年8月井冈山获得解放，1950年永新县的茨坪、罗浮划归遂川县，并成立

井冈山特别区o 1957年成立国营井冈山垦殖场o 1959年5月，经江西省人民

委员会批准，成立井冈山管理局，辖宁冈全境及拿山、厦坪和井冈山乡o 1961

年11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井冈山管理局与宁冈县行政区域划开o 1968年

2月成立井冈山革命委员会，增辖下七、黄坳、长坪等地区o 19r77年1月恢复

井冈山管理局o 1981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井冈山县o 1984年10月，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井冈山市o ·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o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

中国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o“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o如今，井冈山不仅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而且以其雄、奇、

险、幽、秀的自然风光饮誉海内外，4是中外游客避暑、疗养、旅游的理想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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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国务院以136号文批准井冈山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1年井冈山

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o

早年由于井冈山地处偏僻，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经济原始，通信落后，传

递信息靠山民捎带口信，素有“井冈山上山连山，家书欲寄难上难”的说法，生

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通信落后状况o

1928年根据地发展时期，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与红军联合组建了秘密交

通站，传递党内文件和军事情报。根据地军民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军民通信

需要，创造了一种通信方式——递步哨，后逐步发展为传山哨，以解决通信难
问题，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2年，遂川县邮电局在井冈山茨坪供销店内设立邮政代办点，井冈山

首次开通邮路。进出口邮件每天由三名乡邮员从遂川县途径草林、堆前、下

七、黄坳接转上下山，并负责沿途石朱砂、行洲、下庄及茨坪和大小五井的投递工

作。

1957年7月，省委、省人委为建设井冈山，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工农业生

产，开始修筑公路。省直机关下放干部500人及部队转业军人100人上山。

后遂川局在茨坪毛主席旧居开办遂川县井冈山邮电所。1958年，上海下放知

青+375人上山。随着人口的增多，业务量上升，为满足通信需要，同年7月又

改设为遂川县井冈山邮电支局。

1959年7月，省人委决定以井冈山区为中心，将永新县的拿山、泰和县的

小通以及宁冈县(除汗江乡外)全境合并成立井冈山管理局。7月15日，江西

省邮电管理局随即下文将井冈山邮电支局与宁冈邮电支局合并为井冈山邮电

局o 8月1日，接收划入的原永新县管辖的拿山邮电所，并先后增设了厦坪、

石市口、罗浮邮电所，局内成立了邮政、报话、机线三个组，实行二级管理o

1961年12月，井冈、山管理局与宁冈县行政体制划开，井冈山局随之分设

井冈山邮电局和宁冈县邮电局。

井冈山邮电局刚成立时，正值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国民经济在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进行了人员、机构、生产、服务调整，重新

规划了14条邮路，计244公里。全局33人，1962年业务收入38000元。同时

对全山通信网路分别作了调整，先后完成茨坪至拿山、厦坪、石市口等农话中

继线的架设，开通了井冈山至吉安、遂川、宁冈、永新等长话电路，以茨坪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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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达全山的通信网络初步形成，圆满完成了1965年5月19日毛主席重上

井冈山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通信任务o+：· ，

，1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邮电通信受到了严重冲击，许多规章

制度被废除，生产秩序被打乱，但广大职工仍积极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始终坚

守工作岗位，保证了通信及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o‘‘ ，、

1969年11月30日，因战备工作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邮

政、电信分家。同年12月1日，井冈山邮电局分为井冈山电信局、井冈山邮政

局，邮政由地方革命委员会领导(业务由地区局领导)，电信由地方人民武装部

领导。几年间，由于经营及管理等诸多原因，除邮政略有盈利外，电信连年亏

损。1973年1月又将邮政、电信合并统一管理。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把全党工作的

7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邮电通信许

多规章制度重新建立健全，生产秩序稳定，运转正常，经营管理逐步走上正规。

特别是经营中强调经济效益，增收节支，扭亏增盈o 1979年业务收入突破10

万元大关，摘掉了长期以来经营亏损的帽子o。’ ：

1981年，开始推行经营责任制，实行收支挂钩，定额包干，超产分成的办

法，解决经营上长期吃“大锅饭”的现象，重新制订经营管理制度，整顿和加强

基础工作，实行定额管理。
’

，· √。 --。。
y

’1986年，实行工资包干，企业经营追求“两个效益”，对各生产部门建立考

核机制，并先后开办邮政储蓄、集邮等新型业务，在城乡设立8个储蓄网点，分

支机构试行经营承包o

1989年4月，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来井冈山视察了邮电通信情况，看望了

生产二线职工o lO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井冈山，亲笔题写“继承和发扬光荣

的井冈山革命传统”的题词o 1990年2月，经上级批准，井冈山市邮电局成立

了全省第一个县市级的邮票公司o 10月，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井冈山，题写

了“井冈山红旗代代相传”的题词o 1991年，井冈山被国家命名为全国旅游胜
●

地四十佳之一o， ．

进入90年代，井冈山邮电局非常注重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

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先后开展了业务技术、职工道德、法规法纪等系列教育，充

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女委员会等组织作用，把各项教育工作列入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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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被井冈山市委、市政府评为“创三优”先进单位。1992年8月被授予

“市级文明单位”称号。井冈山邮电局党支部自1986年以来连续八年被评为

先进基层党支部。
“

一·

1991年3月，邮电部杨泰芳部长在省管局领导陪同下专程上山，在听取了

井冈山市委、市政府关于井冈山发展通信的专题汇报后，决定给井冈山老区无

偿提供上海贝尔公司生产的卜1240—2000门程控电话设备一套(价值50万
美元)o为解决出口电路问题，又自筹资金160多万元，兴建480路微波通信

，

工程。 。

井冈山程控电话建设工程，从1991年6月25日正式动工，经过一年零五

个月的紧张施工、安装、调试，于1993年1月lO日正式开通。8月，黄洋界480

路微波通信工程竣工开通，在全区率先实现了市内电话交换程控化，长途传输

数字化。在完成市内通信建设任务后，又加快农话本地网建设，相继完成罗

浮、厦坪、黄坳三个邮电所的农村程控自动交换点建设。通信建设的发展有力

地推动了井冈山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1994年6月，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视察井冈山邮电局，听取了井冈山通信

建设和业务发展汇报后，‘应井冈山局的要求，为即将兴建的邮政大楼题写了

“邮政大厦”四个大字，并拨给建设资金50万元。当年末市内电话用户数近

1500部，全年业务收入达340万元，等于改革开放前20年的总和。通信能力

的增强，为井冈山经济、文化事业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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