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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县邮电志》在县志编委会和省、市、局史志办的亲切关

怀和指导下，经过三年多的时间，现已问世，这是我县邮电事业的

第一部志书，是兖州地区邮电史上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工程，值得

称颂。 ‘

兖州为古九州之一，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记载：明洪武二

年，朱元璋之十子驻藩于兖，设府辖县。南起临城，北至东平，东

到临沂，西到菏泽。府境内均设有驿道专为邮递之用，仅滋阳县境

就设有两驿十一铺。清光绪十年(1884年)，兖州府开设了电报

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设了邮政局，此为兖州现代邮电

之始。 ．

从清代开办邮政到i948#．，，先后64年的时间，我县邮电通信事

业历尽沧桑，时兴时衰。清代时期，邮电业务为外人所操持，中华

邮政时期，因战乱不患，邮政、电信业务经营萧条，1948年兖州解

放前夕，邮政、电信两局人员奔散，局内仅有几个临时工看家，业

务经营停顿。

1945年-抗战后期，城西农村与济宁边界，在共产党领导下，成

立了兖济县战时邮局(后改为滋阳县战时邮局)，专为解放区军民

服务。1947年秋，我党政军人员因战略需要，北撤黄河，1948年返

回，驻兖州城西薛家庙(随县政府)称滋阳县邮政局，兖州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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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邮政局、市电信局合并改称究州市邮电局。

1948年7月13日兖州城解放是流州的邮电通信事业迸入1。一个

的历史时期，邮电局成为国营企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坚持“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方向，切实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国三十八年来，邮电通信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1 987年已

具规模。通信设施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邮政、电信

点布局合理，职工队伍日益壮大，业务技术素质不断提高，基本

能满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通信需要。1984年来，随着国家政治体

和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推行局长负责制，实行了局长任期目标责

制和经营责任制，兖州局由原来的政策性亏损局，一跃成为上缴

润局，企业管理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邮电志翔实地记载j，我县邮电事业的发展历史，它将对全局职

了解过去珍惜现在，更加奋发图强，立志振兴我中华邮电事业将

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志书分概述、大事记、机构建置-9沿革，邮政、电信、企业

理．支局所、职工福利、人物杂记，-9附录讨二匕编约20万字，另有

种照片、图表、印鉴等近百幅，基本上达到了图文并茂，文笔流

，资料翔实的要求，这对过去我局历史及今后之发展起到了承上

下的作用，也是对地方存史和资治的重要贡献。

我局邮电志是由几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编写的，在征询资料和

修过程中，他们都能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几经寒

，三易其稿，为编篡好本书，不惜驰骋于千里之外的城市，往返于

路泥泞的乡村，进行了广征博采。几年来，征集资料近百万字，

此基础上，本着详今略古、横排竖写、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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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编写，

本书在编写中，虽然经过审慎地选取资料，认真撰稿，力争使

志稿完善，但由于志书上限较长，资料匮乏，加之编志人员经验不

足，难免有遗缺之处，希本局老干部、老职工及读者给予谅解和指

局长 屠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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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兖州县邮电士J％-》在编篡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求真存实的原则进行编篡，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的统一，使之成为新型的兖州邮电百

科全书。

．二、本志书，追朔历史记载，上限始于163 9年(明洪武二年)

下限终至1987年， 凡348年。 由于资料匮乏， 一百年前之邮政历

史，只能是些传记性的传说，没有收入志书，只重点记述了建国后

之兖州邮电的发展，此外，还反映了近代邮驿的兴衰和中华邮政、

电信的状况，使究州邮电源流清晰，得见全貌。

三、本志书资料来源于兖州县档案馆，省局史志办、青岛、临

沂史志办及本局现存档案资料中所摘取以及走访老干部、老工人他

们提供的口碑资料，经过反复校正认真考查，选择出具有代表性、

有专业性特点的内容，慎重采用，务求翔实可鉴。

四、本志书在编篡中，坚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原则，．采用

编、章、节三层结构，部分文前后设照片及图表。全书共分七编，

计22章、67节，约20万余字。

五、本志书涉及的各项邮电资费，一律以当时印制为准。

六、本志书采用的计量单位，一律按当时的计量制为谁，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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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折合公制数。

七、历史纪元，民国以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年号，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

八、本书地名，一律用当时名称，并加注普查后的现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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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为邮电工人题词



兖州县邮电局营业厅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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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欢送杨成毙局长南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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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行政领导班子合影

(后中间者为北京邮电学院研究生付四保来兖州挂职任见习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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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工会委员会成员台影

本局共青团委员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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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史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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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史志编纂小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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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82年以来荣获之奖旗奖状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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