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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局综合通信楼全景



宽敞明亮的营业人厅

7000f]程控交换机房



衡水地区邮电局副局长刘佩昆一后排右1)与奉局局长马惠尊一后排中一．副局长陆兵一后

排左1)在七千门牲控交换机割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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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历代修志，旨在知兴衰、以

信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书，它以

代邮驿i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交通邮政和人民邮电等几个时期邮电事业发展的

历史进程，如实地记述了邮电职工为通信事业的发展而艰苦奋斗的

历史，并重点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平县邮电事业日新月异的变革。因此，它将为

安平县的通信建设与发展提供具有史料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借鉴，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安平县邮电志》全体编纂人员为使本志书起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作用，树立恒心，广征博采，精心筛选，历尽艰辛，后经三改篇

目，五易其稿，悉心编写成书。全志观点明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

点突出，文风端正，内容丰富，文图并茂。但因编写邮电志无先例可

循，无经验可鉴，加之历史断限长，资料匮乏，记述内容广泛，编写水

平和经验不足，志书中遗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

教，以利今后修志工作。

热情关注本志编纂工作的全局邮电职工，将通过谈志论志，认识

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用不断取得的新成就，谱写《安平县邮电

志》的新篇章。． ．

辜意嘉茹电羔轰磊蓑马惠；中共安平县邮电局党支部书记
“。。

1995年1 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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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安平县

邮电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旨在存史、资治、教化，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书所记事项，上限根据占有资料尽可能追溯各类事物之

始，下限止于1 994年，个别章节兼有延志搁笔时。

三、本志书对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并用，以志为主。全

志除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外，其余均为记

述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褒贬、论断于事实和数据中。人

物传记从略。

四、本志书按照横排门类、竖写史实的原则，在结构上设置章、

节、目三个层次，全志共分八章三十八节。

五、本志书以第三人称记述。对各时代的人名、组织、机构、驻军、

官职的称谓，均依当时习惯，不加任何政治性修饰语。在记述地名时，

以现行标准化地名为标准。

六、为了记述方便和节省文字，本志书使用了部分专用词汇和简

称，如“建国前”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或“中共”系指中

国共产党；“团”或“共青团”系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局"或“省

管局"系指河北省邮电管理局。

七、本志书历史纪年，1 949年10月1日以前，均使用传统纪年，

书写时先列朝代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书涉及的各项邮电资费一律以当时的币制和计量单位

为准，其它计量单位均采用公制。
。

．

九、本志书的数码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
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

十、本志书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邮电部门的档案资

料，并辅以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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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县位于河北省中部，衡水地区北部偏西边沿地带。县境南临

深州市，东靠饶阳，北接博野、安国市，西连深泽、辛集市，总面积493

平方公里。衡(水)保(定)、正(定)饶(阳)公路贯穿全境，交通便利。县

治驻安平镇。1994年全县辖20个乡镇，230个行政村n总人口30．2

万人。是闻名全国的“丝网之乡’’。

安平县历史悠久，其通信活动源远流长。
；

西汉末年，安平境内设广望亭，用以传递官府政令。明代，增设急

递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共设急递铺8个。至清光绪年间，

随着近代邮电业的发展，邮驿制度逐渐废止。‘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安平县大清邮政局建立，是为安平近代

邮电之发端。民国初年，安平县大清邮政局随着中华民国“交通部”接

管大清邮政而改为安平县中华邮政局，但因军阀混战，县内邮电事业

处于停滞状态，直至民国6年(1917年)以后才有所发展。民国26年

(1937年)，全县共设邮寄代办所12处，并先后开办了汇兑、新闻纸等

一些新业务。民国19年(1930年)；安平经深县至石门(今石家庄)架

设长途电话线路，于是本县始有长途电话，是为安平电话通信之始，

但无营业性质，专供军政机关使用。
’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

级抗日民主政权都先后建立了交通组织，广大交通员不畏艰险，浴血

奋战，谱写了安平县邮电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

民国34年(1945年)，安平解放。次年，安平县人民政府在接收中

华邮政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安平县邮政局。从此，几乎停滞不前的安平

邮电通信开始复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安平邮电事业进入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53年，“邮、电"合一，安平

县人民政府电话站与安平县邮政局合并，安平县邮电局正式成立。从

而使安平邮电通信事业获得迅速发展，职工队伍不断壮大，业务收兀)
不断增加。1957年，全局有职工28人，业务收入为9．26万元。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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