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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更迭，世纪交替。当新千年来到不久，<高邮市邮电志>行

将付梓。这是高邮市邮电部门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要事。是

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值得庆贺，也是高邮邮电部门

向新千年、新世纪献上的一份最好礼物。

高邮，早在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时就在此筑高台、

置邮亭，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时修驿道，通信自此出

现，高邮也因“邮”而得名。而以“邮”取县(市)名，全国唯一。到了

元、明两代，境内先后设置界首、盂城驿站。清代晚期，高邮、界首

两地邮局先后建立。电报局也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设立。

1920年又开办了长途电话交换所，1946年设置了电信局。在有

2100多年的邮驿史和有100年的邮电史中，邮驿史的发展步履蹒

跚，而邮电史前50年的发展同样是艰难曲折，难以记述其艰辛和

酸痛，但后50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给企业增添了活力，给职工焕发

了精神，高邮邮电局的广大职工以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断拼搏，勇于

奉献，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实践，开拓创新，初步建成了以市区

为中心、联结广大农村乡镇和村组、沟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较为

毒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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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邮电通信网。在历史进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一段值得铭

记的故事；每成功一次，都有一曲值得歌颂的乐章。高邮数代邮电

员工正是在这极其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和引

以自豪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时迁世变，历史上的记载却为数寥

寥。为真实而较全面地反映邮电通信的发展轨迹，编纂历史上第

一部<高邮市邮电志>的重任，责无旁贷地由我们来承担。

<高邮市邮电志>纵记古今，横陈现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用可靠的事实资料，较好地反映了高邮邮电通信发展的全貌。

可以说这是一部高邮邮电的“小百科全书”。它不仅是高邮邮电事

业兴衰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高邮邮电事业发展的经验汇集。鉴

前世之盛衰，知往日之变革。志书的编纂出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起到了资治、教化和存史的作用，必将在高邮邮

电部门产生较大影响，对于推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产生重大作用。

<高邮市邮电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兄弟县

(市)局领导及同志们的关心、帮助和指导，也得到了高邮市地方志

办公室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参与编写的同志更是勤恳踏实、默默

笔耕，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在志书即将出版之际，特一并表示诚挚

的谢意。 ．

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世纪即将来临，邮政、电信也已各自

实行独立运营。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我们

必须注重学习，正确借鉴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制定新方法，采取

新措施，探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以更加崭新的精神风貌去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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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奋发进取，为建设好以先进技术装备和便捷的通信手段

的高邮现代化邮政、电信网，实现新的辉煌，推动和促进高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迈入现代化作出新的努力。

高邮市电信局 局长葛正春

高邮市邮政局 局长徐庆淦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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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高邮市邮电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

则，全面记述高邮邮电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 二、本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溯自事物的始端，下限至

1998年9月邮电分营止，年度的有关数据截止于1997年。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和各章小序作简单论述

外，其它均按实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在

结构上设章、节、目，部分设有子目。

四、本志纪年，1912年以前使用公元纪年，括注朝代年号，民

国元年即1912年后直接使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对有关机构名称的使用以当时的称谓为准，首次出现

时用全称，再次使用时为简称，如：“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简称“省

局”或“省管理局”，“扬州邮电局”简称“扬州局”，“高邮县邮电局”

简称“县局”、“高邮局”。
’

六、本志中所使用的各类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

般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中所反映的各项统计数据，均录自高邮市邮电局文书

档案资料和年度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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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为高邮局题词



邮电部副部长杨贤足为高邮局题词



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戴元放为《高邮邮电志》题词



高邮市行政区划简图



1998年8月．高邮局领导班子成员：局长葛正春(左2)，副局长徐庆淦

(右2)，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周正宏(右1)，副局长钟晓春(左1)



1995年8月，邮电部

副部长刘平源(前排中)在

省局局长张秉银(后排左

1)．扬州局局长周劲光(前

排右1)陪同下来高邮局视

察工作

1991年6月．邮电部

副部长杨贤足(左23在省

局副局长杨根荣(左3)陪

同下视察高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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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

(右3)在高邮局视察工作．

局长杨福盛(左2)向其汇

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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