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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晋江市邮电志》在晋江撤县建市

的历史转折期间出版了。这是晋江邮电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

作为《晋江市志》的组成部分，作为晋江邮电部门的第

一部志书，《晋江市邮电志》问世，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既富

有沿海侨乡的特色，又具有邮电行业的特征。全面系统地反

映了晋江邮电发生、发展情况，客观公正地展示晋江邮电在

各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详今略古，突出反映了八十年代的

巨大变化。

本志上起唐开元六年(718)，下至公元1990年12月。

纵跨1200多年。编撰时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经，以机构、邮

政、电信、管理等四大单元为纬，纵横交错，编织成书。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将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晋江市邮电志》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和确凿的数据，是晋江邮电发展的经验总结，它将激励我们

弘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继往开来，去谱写晋江邮电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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