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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据文献记载，玉溪远在明代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在

玉溪境内设有“铺递”共四铺，有铺司十名。清光绪三十四年(公

元1908年)玉溪创设二等甲级邮局，下设北城、研和街、大营街

邮寄代办所，全是步班邮路，为民众办理邮政业务。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在玉溪中卫屯冯姓宗祠设立电

报局，附设20门交换机一部，在州城西门城楼上办理电报、电话

营业。同年，玉溪县政府始架设乡镇保电话线路，并设立“乡镇电

话室”。民国37年(公元1948年)电报局改设电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2月9日，邮政局、电信

局合并，称邮电局，至1987年。； ’

1953年下半年，根据国务院、邮电部通知“地方电信”合并
。 邮电局(今农村电话)。随着城乡国民经济的发展，玉溪的邮电通

信发展较快，到1987年，玉溪设有邮电营业处8个，邮票代售处

71个，信筒信箱67个，印模考核箱40个，捎转点20个，职工

308人。技术设备；服务范围I经办业务}通信质量等都发生了翻
、

天复地的变化。邮政运输和投递，由肩背马驮发展为自行车、摩

托车、汽车．电报通信由人工莫尔斯机和话传发展为电传打字

机，全电子电报传真机。长途电话线路，由原来的单线回路改造

‘成为双线回路，开通多路载波，环路载波．玉溪市、区、乡都份实

现市内电话，长途电话半自动拨号，全自动拔号。长市农、区、乡、

镇构成了辐射通信网络。成为全国的邮电通信网组织之一，可通

’全国各地及经转世界各国。

新中国建立38年来，玉溪市的邮电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

。‘|+‘7——_．’jI／M_％≮r三m；三w



领导下，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起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玉溪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更快，原有的通信

设备虽然新增了部份高12路载波机，环路载波机，直达电路增

多，电话接转较快，但适应不了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生活日益

增长的需要。1987年，玉溪市委投资180万元，加快玉溪市长途

电话，市内电话，农村电话自动化建设，玉溪市邮电局正在积极

筹建，1988年和1989年两年建设成为自动电话通信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邮电业务不断增加，1987年完成邮电

业务总量150．6万元，．．比1986年增长30．56％。其中：企业完成

133．9万元，比1986年增长30．18％，农村电话完成16．7万元，

比1986年增长33．71％。创历史最好成绩。

机构沿革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玉溪创设二等甲级邮政局。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玉溪设立电报局。1946年8月改设玉

溪电信局，1950年12月9日，邮政、电信两局合并设立玉溪县

邮电局。1962年10月合并玉溪专区邮电局，1987年9月24日，

设玉溪市邮电局。

玉溪自设邮局、电报局、电信局、县邮电局、市邮电局，经历

了清代，民国年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发展阶段，共79年一

的历史。邮电事业的发展，主要反映在新中国建立后，逐年发展

壮大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玉溪的政治、经济、

文化、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邮电业务猛增，在新的形势下，设立

玉溪市邮电局，为玉溪人民服务，为建设、开发玉溪加速邮电通

信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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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邮电局机构沿革图 1987年12月31日

1908年——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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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政 ．

(函件]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玉溪二等甲级邮局及北城、

研和街、大营街3个邮寄代办所开办的业务有：平信、明信片、盲

人读物、印刷品、小包裹、小额汇款六种业务。为民众办理信息交

往和实物传递，由于时局动乱，物价不稳，邮资高昂，民众使用邮

政极少。平信每重四分之一英两收银元二分，明信片每张收银元

一分。 ， -u

民国2年(公元1913年)增办出售印花税票业务。民国23

年(公元1934年)10月开办平快邮件业务。民国36年(公元

1947年)7月】0日国民党政府调整国内邮资，平信每件由lOO

·4。



元增为500元，11月国内航空邮资调为每件重lO公分收费

1 000元，到1949年4月1 El国内邮资普遍增加一倍。27日国内

邮资又调为平信每件重20公分收银元四分，航空信函每件重

10公分收银元六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1日，国家调整国内

邮资，邮政业务扩大；经办业务有：信函、平快、明信片、印刷品、

单挂号、双挂号、保价信、特挂信、单挂号快信、双挂号快信等业

务。邮资全国统一，平信每件重20克收费800元(旧币)，平快信

每件重20克收费1600元(旧币)，单挂号每件重20克收费

3200元(IB币)，双挂号每件重20克收费5600元(旧币)，单挂

号快信每件收费4000元(旧币)，双挂号快信每件收费6400元

。(旧币)。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后，邮电资费按新人民币收

取。印刷品1958年前收寄新疆、青海、西藏各省每百公分收费5

分。1958年后全国统一每百公分收费3分，保价信函按保价金

额百分之一收费。1953年停办快信业务及代售印花税票业务，

1969年4月1日停办双挂号信业务及装现钞保价信函业务，同

时取消“收寄货样"业务，停办“代收货价”业务。从币制改革后至

1987年12月31日止，信函邮资未变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8年来，邮电资费不变，充分体现了

党和国家开办邮政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

1966年9月1日起遵照国家经委电报指示，收寄“毛泽东语录、

诗词、著作”一律免费，并作挂号寄递，直到1969年5月1日起

恢复按印刷品收寄。同年4月1日起对现役军人免费寄递平信

改为每件重20克收费8分，到1984年10月1日恢复免费寄

递。 ．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玉溪邮政通信在改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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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方针指引下，既处理经转各地函件接收外，函件业务量迅猛

发展。]950年年均进、出、转口函件只有万件左右。1987年，邮

政业务交换量发展到338．23万件，比1950年增加338．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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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局历年出口函件及收人表

＼项 出口函件 函件收入 ＼历 出口函件 函件收入欲 (件) (元) 年汰 (件) (元)

1949 62182 1971 6348d6 57297．32

1950 101 420 838】 1972 712245 62d03．1 4

1951 】59660 1 792．0 1973 736187 6】919．J 2

1952 198575 1973．8 1974 667809 60279．91

1953 27 J938 2941．7 1975 688292 59634．J 2

195d 276578 2877．4 1976 660616 61203．60

1955 31 4】40 30275．06 1977 666511 59705．67

1 956 433338 43379．82 1978 650616 28689．16

1957 488533 43895．J8 1979 763509 72689．82

1958 6861 06 6290．7 J 980 841224 80095．75

1959 786263 62901．1 2 1981 841826 839】】．75

1960 76381 3 6 J1 05．46 1982 836499 94277．11

1961 77773l 62218．48 1983 936074 94277．1l

1962 572394 d579】．52 】984 947764 95561．4 4

J 963 4924 4 4 3945．3 ：】985 1455860 125203．96

1964 530982 4234．8 1986 1212182 109006．20

1965 567838 4788．8 】987 1210600 432278．00

1966 648272 5】975．98 1988 1533662 506238．21

1967 558732 46969．45

1968 415559 35738．07

】969 61 7767 52638．80

19 7rO 746654 6379d．6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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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玉溪进出包裹极少，年均只有5

个。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邮寄包裹增加。1949年10月，

全国统一邮电资费，包裹逐年增加，先按小米比价核定，稳定邮

资，后改折实公债单位，随物价变动而升降。1950年1月13日，

全国统一国内邮资一律以小米12两为标准，按物价涨落随时呈

报调整，至多不使落后百分之二十五，先按折实公债单位百分之

：四十计费。1957年4月1日，包裹和快递小包由500克为起重

计费单位改为1 00克计费起算。快递小包按信函程序处理，并按

址投递限重500克，收费比普通包裹加50％至1957年末。1958

年1月1日起，调整国内邮资，全国统一执行。在包裹资费上主

要是降低了航空包裹资费，普通包裹按照寄递之间里程远近统

一执行全国规定资费。快递小包收取普通包裹资费的基础上，每

件加收一角六分，改为加收50％。并将计费起重量由半公斤改

为一公斤，将包裹按址投递费从每公斤收费八分，降为收费五。

分。1979年开办“乙类保价包裹”各邮政营业处均办理，保价费

按寄递物品金额1％计收。普通包裹按国内寄递的计费标准收

取，航空包裹按航行收取。同年恢复包裹逾期保管理费。

1950年至1979年前，玉溪8个邮政营业处，收寄的包裹，

大多数是食品之类，尤以本地土特产品多，特别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多数为食品和日用品包裹。， ．

玉溪是通往滇南的交通要道：是滇中商业、工业的集散点，

尤为突出的是在国内国际享有盛名“云烟之乡”的美名，为邮政

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1981年后，商业、供销、个

·8· 。。



体户和专业户利用邮政包裹寄递交往物资大为增加。多为衣着、

布料、机械工业零配件等，特别是玉溪的“阿诗玛”、“红塔山”、

“恭贺新禧”等名牌香烟大量寄往广州、上海、四川、浙江等沿海

和内地各省市县。大宗包件成百上千，日收寄量达5000多个，进

口包裹个别时间专车运输。包裹投递由收件人持单到各邮政营

业处(室)、所领取。1987年，玉溪市包裹发展到151995件，比

1950年增加10万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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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局历年出口包件及收人表

滠 出口包件 包件收入 瀑 出口包件 包件收入
。(元) (元) (元) (元)

1949 5 2 197l 17828 11264．74

】950 104 —5096 1972 14159 12238．59

1951 2096 1035 1973 13564 12715．58

l 952 4812 351 O 1974 12568 10404．41

1953 894l 4862 1975 11694 10978．33

1 954 9178 402l 1976 12022 10704．30

1955 8909 3904．79 1977 12680 12096．60

】956 9807 5054．29 1 978 118ll 11255．55

1957 9566 58l 2．00 1979 13005 11241．46

1958 12738 1043．6 1980 10749 16023．99

1959 19682 l 61 39．24 1981 11935 16428．37

1960 17405 14272．10 1982 11765 18190．49

196l 1 7242 17069．58 1983 12381 25671．】8

1962 7580 7655．80 1984 17290 3931 5．18

1963 6920 8627 1985 55456 84291．00

1 964 8243 84l 6 1986 48877 74283．04

1 965 8818 7682 1987r 125535 128887．03

1 966 8951 7242．60 】988 】9 J 2_70 419180．88

1967 7580 6842．89

J 968 769l 6691．17

1969 1172l 8534．14

】970 9574 82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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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以前，玉溪邮政局和3个邮寄代办所开办小

额汇兑业务，邮费高昂，每汇银元壹圆，收汇费银元2分，人民经

济困难，汇兑业务极少，全年有151张。’． 7．一，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汇兑增多，经办业务有：普通、电汇

两种，初期普汇盛行，电报汇款极少。。+ ．‘．。 ，．

1950年后，玉溪的汇兑业务量起升较快，广大人民群众和

私营商业者，赖为邮局的汇兑方便、安全，取款、汇款及时。在汇

兑业务发展中，邮电部进行全国汇兑业务调整，玉溪邮局执行全

国统一规定，1953年设立汇兑资金银行专户，人民银行与邮电

部门明确分工，私人往来的汇款(普、电)邮局开汇，1张汇票最

高限额为旧人民弊300万元。公款(各机关单位)，由人民银行办

理，汇兑资金管理改变了过去邮电部门调拔盈亏的办法。1954

年，玉溪邮政汇兑执行全国规定的《国内邮政汇兑资金调拔办法

草案》，汇兑资金邮局每日将汇超或兑超差额，由经办人员逐日

到所在地人民银行提取或送存，汇兑资金专款专用，玉溪县邮电

局及各个邮电支局、所不得存留汇兑款。1955年停止使用旧式

三联定额汇票。1955年至1958年间，汇票改革，使用按汇款金

额剪格式竖写两联汇票。为保证人民群众汇款及时无错，玉溪邮

局配备汇兑业务检查员1人，对进、出口汇票(普、电)进行复核

检查，确保汇款质量。1958年1月1日起，玉溪邮政汇兑统一执

行全国统一的汇费按汇款金额收1％至1987年未变动。1958年

至1962年又改用单独设计的专用汇票，1962年取消汇套，改将

· 1 1·



汇票装入汇款通知单封套内寄发至1987年来变动。

汇兑资金的管理划拔，几经调整和改变，自1953年以来定

为月终将汇超额或兑超额，邮电部门与人民银行双方核证后，由

人民银行主动向云南省人民银行划拔，云南省邮电管理局汇兑

稽核科与云南省人民银行结算后再通知至该邮政局至1987年

未变动。1959年4月1日，玉溪邮政汇兑实行新的《国内邮政汇

兑制度》，方便群众取款“用户可凭户口薄、工会会员证、工作证”

取款。普汇、电汇仍实行限额300元。随着城乡人民经济好转，

开发的汇票逐年增加，1961年全年开发普、电汇票增到20996

张，以后年年增加。 ．． ，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政汇兑随国民经济

的发展，走向了新的阶段。群众汇款、个体户、专业户、私营商业、

外来客商在玉溪越来越多，国内普通汇款、电报汇款大大增加。

自1981年7月1日起，放宽普汇、电汇限额，每笔汇款最高限额

为5000元。有力地为社会经济来往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按照玉

溪汇兑业务的发展配设专职的汇兑会计，专管邮政汇兑工作。审

核制度加强，设置了2人的汇兑检查室，提高了汇兑质量。1987

年，玉溪市的进、出口汇票(普、电)发展到118239张，比1950年

增长l万多倍。
’

(发行]
。

：‘ -

1949年10月前，玉溪邮政局及3个邮寄代办所代发行的

报纸有《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等，系由报社通过玉

溪私营商人发行，政府官署订阅报纸，统由报社办理开户，少数

订户邮局代订，收取少量手续费。报社按照订阅数量，立卷成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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