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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零陵地区位于湘南，毗邻两广，地居险要，故为历朝兵家必争之

地，亦为各代干线驿道贯穿之域。

零陵邮电历经邮驿、递铺、民信局、大清邮电、中华邮电、人民邮

电等发展演变阶段，历史悠久，沧海桑田。

编修志书，旨在“存史、资治、教化”。零陵现代邮电是古代邮驿和

近代邮电的继续和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

尊重历史，继承历史遗产之精华，因修《零陵地区志·邮电志》，以为

来者提供决策借鉴和溯源之便。

在省邮电管理局的领导下，我局曾于1983年和1986年先后两

次议定修志，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始无终。1988年，零陵地区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要求我局重新成立修志办公室，着手编纂《零陵地区志·

邮电志》。本届修志人员，明确修志的意义，热爱修志工作，决心大，劲

头足，坚持不懈，励精图成，自1988年7月至1990年底，四处奔波，

采集资料，拟订纲目，默默笔耕，拟出初稿。至1992年，又按照地区地

方志办公室关于延伸志书下限的要求，补充有关内容，最后通过评审

和修订，终于付梓成书。

本志设有机构、邮政、电信、企业管理等4章18节，共约20万

字。志书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客观地记叙了零陵邮电的

历史和现状，兴衰和起伏，经验与教训，革命传统与企业精神，基本上

体现了时代和地方特点，内容真实，文字通顺，值得一读。、

邮电行业修志，在零陵尚属首次。本志虽经编者广征史实，布局



谋篇，斟文酌句，又经评委认真审核，再行修改，终因资料残缺，错漏

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序言作者系零陵地区邮电局局长)

洪善腊

1993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邮

电通信为记叙重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二、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内容叙而不论。

三、本志上限始于永州邮政局创立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下限止于1991年，但为追本溯源，未免超越上限。

四、本志记叙的范围为零陵地区现辖之两市九县；蓝山、新田和

祁阳3县曾分别划属郴州和衡阳地区，为保持整体性，有关数据资

料，力求统计入志。

五、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湘、鄂

两省档案馆，湖南省邮电管理局档案馆及编志办公室，零陵地区档案

局，东安县及保靖县档案局，零陵地区及衡阳市邮电局档案室，此外，

还有部分报刊剪辑资料和口碑资料。凡有疑问的资料均经考证核实，

去伪存真。

六、本志纪年方法：中华民国及其以前，先列历史朝代年号，后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涉及的地名，如有变更，则先列原名，再注现名I历史上

的专用名称，如。大清邮政”、“中华邮政”等，照旧书写，不冠褒贬之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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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零陵地区现辖永州、冷水滩两市和祁阳、东安、道县、江永、江华、

宁远、双牌、新田、蓝山等9县。 ．

’ ‘

零陵地理位置重要，邮驿源远流长。东安自汉有驿，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东安驿不仅是全区第一驿，也是全省最早的驿站

之一。中国历朝在零陵地区设置的驿站计有21处。自宋至清，区内

广设递铺，与驿站连成网络。
4 ’

清道光初年，民信局推广到湖南。此后，区内民间通信遂有专门

机构。
、

’

·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永州府成立邮政分局。是时，官办的驿

站、递铺、邮局与民营的民信局各成系统，并存区内。至民国初年后，

区内邮政通信乃成为国家专营事业。 ，

’

零陵电信，建设亦早。永州电报局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是当时全省初建的9个电报局之一，在相邻地区中，略晚于

衡阳和桂林，而早于邵阳和郴州。

清末和民国前期，邮政部门引进英国文官制度，管理人事和业

务，机构设置精干，网点布局合理。区内局、所和信柜的设撤升降，均

按营业收入的多少严格掌握，并由省邮政管理局邮务长审批，二等邮

局编制不过10余人，三等邮局只有几人。广大乡村均设代办所和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柜，以求搏节。再者，邮政业务经营活跃，管理严细，因而发展迅速。相

形之下，电政较差，管理机构变动频繁，营业不振，各地军阀滥发一等

电报充斥电路，阻滞商报，截留报费收入，致使电信“入于破产之域”。

抗El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通信设施屡遭战事破坏，物价不断上

涨，邮电成本增加，入不敷出，连年亏损，陷入危境。

新中国实行“邮电合一”。在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区

内邮电部门大力整治和重点建设通信网路，奉命接办地方电信和报

刊发行，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通信事业蓬勃发展，欣

欣向荣．1952年与1949年相比，局、所由139处增至242处，增加

74％，1950年至1957年，全区邮电累计完成业务收入419万元，盈

余151万元．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和1959年，在“大跃进”的声浪中

和体制下放的情况下，全党全民办邮电，区内邮电超前发展。如宁远

县15个人民公社，社社设邮电局和报刊发行站，安装总机1214个生

产大队，队队设邮电所和报刊发行分站，通话面高达90％；大队以下

设有1259个邮电站，从而构成了以公社为中心的农村通信网。但由

于发展太快，打乱了正常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影响了设备维护和

企业管理，导致通信质量大幅度下降。 ·
．

1963年至1965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邮电

经济，立见复苏。1965年全区邮电业务总量仍比1957年增长186％。

·。文化大革命”以政治冲击经济，视规章制度为条条框框，大批大

斗，旷日持久，使得机构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通信生产损失严重。

全区邮电收支顺差额，1966年至1968年各与上年度相比，分别下降

9 oA、59 oA、174％，1968年并由盈转亏，亏损局面一直持续到1976

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

点转至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

程。1984年，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邮电工作分别作出“六条指示”，

在地委、行署及省邮电管理局的领导下，地区局党委率领全区邮电职



工，抓住有利时机，从整顿企业入手，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积极推

行局长负责制，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目标管理，政治工作目标管理

和全面质量管理，取得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
’

． 第一、通信能力明显增强．1989年，全区邮电固定资产总值达

2519万元，比1978年增长1．58倍。其中，中央邮电为1785万元，国

营农话为734万元。生产用固定资产中，电源设备69万元，电报机械

53万元，长话机械160万元，市话机械186万元，市话线路158万

元，邮政机械5万元，邮政运输设备50万元，农话机械69万元，水泥

电杆生产设备30万元，房屋及建筑物671万元。全区共有邮运汽车

17辆，摩托车30辆，自行车553辆，非邮运汽车20辆，摩托车13

辆。至1991年，全区中央邮电固定资产总值增至4244．5万元，全部

流动资金全年平均余额达483．5万元，农村电话固定资产总值增至

944．7万元，设有邮电局所193个，其中地区局1个，县、市局10个，

支局71个，邮电所93个，代办所18个．

第二、队伍建设成绩斐然。通过多年企业整顿，端正党风和局

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开展邮电企业精神、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教

育以及职工政治轮训和业务技术培训等一系列措施，全区邮电职工

素质提高显著。其主要表现，一是广大职工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

念，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入党入团，党团队伍不断壮大．1991年，全区

邮电系统有共产党员905名，共青团员397名，合计占职工总数的

48％。二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现有大专以上毕业生91个，

中专毕业生262人，有高级工程师1名，中级技术人员66名，初级技

术人员325人，高、中、初级工，岗位练功累计合格率达到100％。三

是先进人物层出不穷。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全区邮电企业每年都涌现

出一批优秀党员和先进生产(工作)者及业务技术能手I仅1989年

度，有2人被授予“湖南省邮电劳动模范”称号，有12人被评为湖南

省邮电系统先进生产(32作)者，有1人被省局授予优秀专业技术干

部称号I有12人夺得全省邮电系统业务技术表演赛前5名，有4人

被省局评为岗位练功积极分子。由于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促使企业精



神文明建设迅速发展，地区邮电局1991年荣获全国邮电局风建设先

进单位和全区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

第三、通信设备日趋先进。中华民国末年和新中国建立之初，运

投邮件，肩挑背扛}电信传输使用小线径单铁钱和无线短波，电话交

换设备为小容量磁石总机，发报多用摩尔斯人工机。经过40多年建

设，至1991年，区内邮运基本实现机械化，城乡投递普及摩托车和自

行车，地、县局配有邮资机、过戳机和电子标准秤}长话通信采用多路

载波和全自动或半自动拨号，电报通信已进入全省自动转报阿．地、

县市内电话全部实现自动化。东安已实现县、区、乡自动电话联阿，永

州市函底和接履桥，蓝山县竹市和遭县东门等乡已登上自动电话新

台阶。 。·

第四、邮电业务日益拓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区内邮电部门积极参与竞争，陆续开办集邮、特快专递、邮政储

蓄、邮政快件、有声信函、礼仪电报、用户电报、用户传真、无线寻呼、

长活自动拨号等多种新业务．1986年9月，地区邮电局在国内首开

邮政有奖储蓄的先例，发行奖券2万张，金额40万元。1991年．全区

邮政储蓄余额达16622万元，收寄快件167．7万件，长途直拨有权用

户数为956户，直拨张数为24．3万张，占长话业务量的17．4％。

第五、通信质量稳步提高。全区邮电企业认真贯彻“迅速、准确、

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提倡质量第一，用户至上，1979年以来连年

开展企业整顿和通信质量大检查，迅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

生产秩序和规章制度，同时大力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和标准化操作，开

展QC小组和计量上等级活动，并从教育入手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

和业务技术水平，增设质量监督检查机构，保证全面完成省局下达的

各项质量考核指标。地区局1986年和1988年曾两度获得‘‘省质量管

理先进企业”称号，1988年和1989年又分别获得“省邮电管理局质

量管理奖”和“省质量管理企业奖“．

第六、经济效益逐年上升。长期以来，邮电部门实行纯生产服务

型的管理模式，统收统支，不重视企业经济效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区内邮电管理向经营型转变，邮电企业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效益显著提高。1966～1978年13年，全区邮电收支差额累计为负数

32万元，其中地区局亏损158万元i1979～1988年10年，全区实现

收支顺差或利润累计160万元，其中地区局为143万元，占89％，

1991年全区实现利润232万元，其中地区局为82．5万元，占

35．6％。

1984年以来，区内邮电企业在搞好通信生产的前提下，组织富

余人员和待业青年兴办劳动服务公司和第三产业。1991年，全区第

三产业经营收入为317．1万元，实现利润37．6万元，其中地区局经

营收入80．5万元，实现利润13万元。 ．

第七，职工生活大有改善。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收入

不断有所增加。1979年后，区内邮电职工先后7次调增工资；1987年
、

起又享受浮动效益工资。1991年，全区邮电职工人平月工资(含奖金

和津贴)为229元，比1978年增长3．5倍I 1989年地区局职工人均

住房面积为29平方米，比1978年增长1．2倍。

零陵邮电职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52年和1982年先后被

中共江华县委和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的唐浩同志，1918年入江华

县电报局学习电报业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组织派

遣任零陵县电报局报务员，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先后出任中

共零陵县第一个党小组组长，第一个直属党支部书记，第一个直属党

总支部书记，并兼任中共零陵邮电区分部负责人和零陵县总工会执

行委员等职务。1927年5月30日，唐浩不幸惨遭国民党杀害，年仅

26岁。
。

1939年，零陵邮局职工向良杏、瞿保安联合发起成立中共的外

围组织——零陵职业青年战时工作团，并出任该团正副团长，兼任以

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刊物《大家看》的主编，大力宣传抗战，成为当

时革命青年的先锋。

抗日战争后期，湘桂铁路沿线被日军侵占。民国33年11月，零

陵、道县、永明、江华、宁远、新田、蓝山等邮局拨交广东代管。为了疏



通湘中和湘西至湘南的邮件，民国34年5月，经湖南和广东两省邮

政管理局批准，组织新田至武冈不定期秘密邮路。新田邮局和撤退至

武冈的祁阳邮局共9名职工担任运邮任务．当时武冈和新田均未沦

陷。密路自新田经宁远、祁阳、邵阳、新宁至武冈，全长600华里，穿过

敌占区300华里。邮电职工冒着生命危险，昼伏夜出，避城就乡，迂回

向前，在持续4个月时间内，出色地完成500多袋套邮件运输任务。

零陵邮电职工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

长期的生产经营和通信建设中，逐步形成了“艰苦创业，求实创新”的

零陵邮电企业精神，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零陵邮电的新篇章。

在技术革新活动中，他们解放思想，土法上马，向技术要设备、要

效益，取得可喜成果。1958年，零陵县邮电局试制成功全省第一部单

路载波机，共实现42个革新项目，成为湖南邮电技术革新红旗单位。

70年代，蓝山县邮电职工。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自己动

手变面貌”，一举革掉“摇把子”，两度改制市内电话，在全省率先实现

电报传真化，市内电话自动化，公社电话载波化，邮件运投摩托化。

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他们联系实际学根本，狠抓队伍建

设和基础工作成绩显著，零陵地区邮电局成为湖南邮电部门第一个

大庆式企业，该局代表曾光荣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第二次全

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蓝山和新田两县邮电局成为湖南邮电部门

学大庆先进企业。宁远县水市支局等一批先进集体出席了第二次全

国邮电部门学大庆会议。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他们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取

得了良好成绩。自1984年以来，全区邮电系统年年实现各项企业管

理目标，其中地区局连续7年被省局评为先进企业，1988年获得“全

国邮电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1991年获得全国邮电先进企

业称号。

零陵邮电问题与成绩同在，通信能力仍然处于“两少、一低、一落

后”的状况。



电话机少口|1991·年全区拥有电话机19994部，每百人0．38部，

大大低于垒省每百人0．65部的水平。

长途电路少。1991年全省每万人有长途电路0．65条，区内每万

人只有0．57条。

劳动生产率低。1991年垒区邮电系统人平业务总量，中央邮电

为12534元，农村电话为6594元，低于全省中央邮电和农村电话人

平14670元的水平。

通信设旋落后。现代通信传输以电缆、微波、光纤、卫星为主体．

交换设备以载波和自动机为主体，而区内的传输设备仍多为架空明

线，辅以少部分电缆，抗灾能力极差。至1991年底，全区虽已实现市

内电话自动化，但除永州和冷水滩市外，各县因设备性能不全尚未进

入全国长途自动网。农村电话唯东安县实现了乡镇以上自动联网。

邮政生产多为手工操作，交换运输能力十分紧张，直接影响邮件

传递速度，且生产场地破旧、拥挤，亟待改善。

区内邮电落后，原因很多。其一，人们对通信事业的重要性曾长

期认识不足，对信息的需求处于低下水平，忽视信息开发。其二，邮电

通信的管理体制不合理，条块分割，地方政府先前来把邮电纳入整体

建设规划。其三．1984年以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邮电投资少。其四，

邮电资费长期偏低，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其五，零睦地区经济落后，

交通不畅，制约着邮电事业的发展锺芑营方式单一，企业管理薄弱，也

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与商品经济极不协调的封闭式的管理体制下，邮

电干部职工“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回避竞争，等客上门”的经营思想

比较浓厚。企业盲目裁撤委办机构．增设自办机构，投入大于产出，使

经济效益下降。一些企业领导经营意识不强，管理水平较低，抓基础

设施建设和职工队伍建设缺乏主动性和紧迫感。职工的思想、技术、

文化素质与现代通信的要求差距较大。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区内邮电的发展。

零陵邮电机遇与困难并存。当前，发展邮电的有利条件很多。一

是党和国家已经把通信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对邮电实行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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