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黄冈县邮电志

1 8 8 2—1 9 8 5年

一九八五年编



黄+冈 县 地 图



黄冈县邮电志编写组

组 长：王 浩

副组长：吴之干

编辑：吴之千 万学华林子明

征集：徐寿安熊宗斌林子明

拍照：袁晓平

绘图：林子明

校对：袁文生



黄冈县邮电局

一九八五年局级机构负责人名单

党总支书记

局 长

副 局 长

工会主席

调 研 员

调 研 员

调 研 员

办公室副主任

保卫干事

总务供应员

文书科技档案管理员

邮政股股长

业务检查员

电信股股长

财供股股长

副股长

副股长

杜时健

刘树仁

吴之干

夏云飞

南多淹

年 洼上 ，口

王振海

扬春生

袁文生

吴宗文

谢瑞珍

陈锦峰

余秀莫

袁 剐

袁晓平

王小玲

贺厚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党总支办公室

组织干事

宣传干--事-Ta-日。Ij亨T

纪枪i,．x-干事，U l丁

刘居荣

凡汉卿

段求明



目 录

序 言

凡例⋯”⋯⋯⋯⋯⋯⋯⋯⋯⋯⋯⋯⋯⋯⋯⋯⋯⋯⋯⋯⋯⋯⋯⋯⋯⋯⋯””⋯⋯⋯⋯⋯1

黄冈县地图⋯⋯⋯⋯⋯⋯⋯⋯⋯⋯⋯⋯⋯⋯⋯⋯⋯⋯⋯⋯⋯⋯⋯⋯⋯⋯⋯⋯⋯⋯⋯⋯⋯⋯2

大事记⋯⋯⋯⋯⋯⋯⋯⋯⋯⋯⋯⋯⋯⋯⋯⋯⋯⋯⋯⋯⋯⋯⋯⋯⋯⋯⋯⋯⋯⋯⋯⋯⋯⋯⋯⋯3

第一章驿站与邮电⋯⋯⋯⋯⋯⋯⋯⋯⋯⋯⋯⋯⋯⋯⋯⋯⋯⋯⋯⋯⋯⋯⋯⋯⋯⋯⋯⋯⋯⋯7

第一节邮驿通信⋯．．．⋯⋯⋯⋯⋯⋯⋯⋯⋯⋯⋯⋯⋯⋯⋯⋯⋯⋯⋯⋯⋯⋯⋯⋯⋯⋯⋯7

第二节邮政的创办⋯⋯⋯⋯⋯⋯⋯⋯⋯⋯⋯⋯⋯⋯⋯⋯⋯⋯⋯··⋯⋯·⋯⋯⋯⋯⋯⋯lO

第三节电信的创办⋯⋯⋯⋯⋯⋯⋯⋯⋯⋯⋯⋯⋯⋯⋯⋯⋯⋯·⋯⋯⋯⋯⋯⋯⋯⋯⋯··12

第=章红色交通⋯⋯⋯⋯⋯⋯⋯⋯⋯⋯⋯⋯⋯⋯⋯⋯⋯⋯⋯⋯⋯⋯⋯⋯⋯⋯⋯⋯⋯⋯⋯15

第一节大革命时期的交通阿⋯⋯⋯⋯⋯⋯⋯⋯⋯⋯⋯⋯⋯⋯⋯⋯⋯⋯⋯⋯⋯⋯⋯⋯15

第二节红军时期的地下交通⋯⋯⋯⋯⋯⋯⋯⋯⋯⋯⋯⋯⋯⋯⋯⋯⋯⋯⋯⋯⋯⋯⋯⋯15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通信联络⋯．．．⋯⋯⋯⋯⋯⋯⋯⋯⋯⋯⋯⋯”⋯⋯⋯⋯⋯⋯⋯·17

第三章建置沿萆⋯⋯⋯⋯⋯⋯⋯⋯⋯⋯⋯⋯⋯⋯⋯⋯⋯⋯⋯⋯⋯⋯⋯⋯⋯⋯⋯⋯⋯⋯⋯20

第一节县局机构⋯⋯⋯⋯⋯⋯⋯⋯⋯⋯⋯⋯⋯⋯⋯⋯⋯⋯⋯⋯⋯⋯⋯⋯⋯⋯⋯⋯⋯20

第二节局党委组织⋯⋯⋯⋯⋯⋯⋯⋯⋯⋯⋯⋯⋯⋯⋯⋯⋯⋯⋯⋯⋯⋯⋯⋯⋯⋯⋯⋯23

第三节局群团组织⋯⋯⋯⋯⋯⋯⋯⋯⋯⋯⋯⋯⋯⋯⋯⋯⋯⋯⋯⋯⋯⋯⋯⋯⋯⋯⋯⋯24

第四节县局局址沿革考⋯⋯⋯⋯⋯⋯⋯⋯⋯⋯⋯⋯⋯⋯⋯⋯⋯⋯⋯⋯⋯⋯⋯⋯⋯⋯24

第五节分支机构简介⋯⋯⋯⋯．．．⋯⋯⋯⋯⋯⋯⋯⋯⋯⋯⋯⋯⋯⋯⋯⋯⋯⋯⋯⋯⋯⋯28

团风邮电支局⋯⋯⋯⋯⋯⋯⋯⋯⋯⋯⋯⋯⋯⋯⋯⋯⋯⋯⋯⋯⋯⋯⋯⋯⋯⋯⋯28

上巴河邮电支局⋯⋯⋯⋯⋯⋯⋯⋯⋯⋯⋯⋯⋯⋯⋯⋯⋯⋯⋯⋯⋯⋯⋯⋯⋯⋯30

方高坪邮电支局⋯⋯⋯⋯⋯⋯⋯⋯⋯⋯⋯⋯⋯⋯⋯⋯⋯⋯⋯⋯⋯⋯⋯⋯⋯⋯32

路口邮电支局⋯⋯⋯⋯⋯⋯⋯⋯⋯⋯⋯⋯⋯⋯⋯⋯⋯⋯⋯⋯⋯⋯⋯⋯⋯⋯⋯35

淋山河邮电支局⋯⋯⋯⋯⋯⋯⋯⋯⋯⋯⋯⋯⋯⋯⋯⋯⋯⋯⋯⋯⋯⋯⋯⋯⋯⋯37

总路咀邮电支局⋯⋯⋯．．．⋯⋯⋯⋯⋯⋯⋯⋯⋯⋯⋯⋯⋯⋯⋯⋯⋯⋯⋯⋯⋯⋯39

贾庙邮电支局⋯⋯⋯⋯⋯⋯⋯⋯⋯⋯⋯⋯⋯⋯⋯⋯⋯⋯⋯⋯⋯⋯⋯⋯⋯⋯⋯41

但店邮电支局⋯⋯⋯⋯⋯⋯⋯⋯⋯⋯⋯⋯⋯⋯⋯⋯⋯⋯⋯⋯⋯⋯⋯⋯⋯⋯⋯45

溢流河邮电支局⋯⋯⋯．．．⋯⋯⋯⋯⋯⋯⋯⋯⋯⋯⋯⋯⋯⋯⋯⋯⋯⋯⋯⋯⋯⋯47

回龙山邮电支局⋯⋯⋯．．．⋯⋯⋯⋯⋯⋯⋯⋯⋯⋯⋯⋯⋯⋯⋯⋯⋯⋯⋯⋯⋯⋯19

马曹庙邮电支局⋯⋯⋯⋯⋯⋯⋯⋯⋯⋯⋯⋯⋯⋯⋯⋯⋯⋯⋯⋯⋯⋯⋯⋯⋯⋯51

傅家河邮电支局⋯⋯⋯．．．⋯⋯⋯⋯⋯⋯⋯⋯⋯⋯⋯⋯⋯⋯··⋯⋯⋯⋯⋯⋯⋯·53

黄州邮电支局⋯⋯⋯⋯．．．⋯⋯⋯⋯⋯⋯⋯⋯⋯⋯⋯⋯⋯⋯⋯⋯⋯⋯⋯⋯⋯⋯54

范家岗邮电支局⋯⋯⋯⋯⋯⋯⋯⋯⋯⋯⋯⋯⋯⋯⋯⋯⋯⋯⋯⋯⋯⋯⋯⋯⋯⋯56

堵城邮电支局⋯⋯⋯⋯⋯⋯⋯⋯⋯⋯⋯⋯⋯⋯⋯⋯⋯⋯⋯⋯⋯⋯⋯⋯⋯⋯⋯57



南湖邮电所⋯⋯⋯⋯⋯⋯⋯⋯⋯⋯⋯⋯⋯⋯⋯⋯⋯⋯⋯⋯⋯⋯⋯⋯⋯⋯⋯⋯60

第四章邮 政⋯⋯⋯⋯⋯⋯⋯⋯⋯⋯⋯⋯⋯⋯⋯⋯⋯⋯⋯⋯⋯⋯⋯⋯⋯⋯⋯⋯⋯⋯⋯64

第一节邮运线路⋯⋯⋯⋯⋯⋯⋯⋯⋯⋯⋯⋯⋯⋯⋯⋯⋯⋯⋯⋯⋯⋯⋯⋯⋯⋯⋯⋯⋯64

第二节机要通信⋯⋯⋯⋯⋯⋯⋯⋯⋯⋯⋯⋯⋯⋯⋯⋯⋯⋯⋯⋯⋯⋯⋯⋯⋯⋯⋯⋯⋯72

第三节设备与业务量⋯⋯⋯⋯⋯⋯⋯⋯⋯⋯⋯⋯⋯⋯⋯⋯⋯⋯⋯⋯⋯⋯⋯⋯⋯⋯⋯75

第五章电 信⋯⋯⋯⋯⋯⋯⋯⋯⋯⋯⋯⋯⋯⋯⋯⋯⋯⋯⋯⋯⋯⋯⋯⋯⋯⋯⋯⋯⋯⋯⋯80

第一节电报⋯⋯⋯⋯⋯⋯⋯⋯⋯⋯⋯⋯⋯⋯⋯⋯⋯⋯⋯⋯⋯⋯⋯⋯⋯⋯⋯⋯⋯⋯80

第二节长途电话⋯⋯⋯⋯⋯⋯⋯⋯⋯⋯⋯⋯⋯⋯⋯⋯⋯⋯⋯⋯⋯⋯⋯⋯⋯⋯⋯⋯⋯8l

第三节农村电话⋯⋯⋯⋯⋯⋯⋯⋯⋯⋯⋯⋯⋯⋯⋯⋯⋯⋯⋯⋯⋯⋯⋯⋯⋯⋯⋯⋯⋯86

第四节市内电话⋯⋯⋯⋯⋯⋯⋯⋯⋯⋯⋯⋯⋯⋯⋯⋯⋯⋯⋯⋯⋯⋯⋯⋯⋯⋯⋯⋯⋯98

第六章企业管理⋯⋯⋯⋯⋯⋯⋯⋯⋯⋯⋯⋯⋯⋯⋯⋯⋯⋯⋯⋯⋯⋯⋯⋯⋯⋯⋯⋯⋯⋯103

第一节管理体制⋯⋯⋯⋯⋯⋯⋯⋯⋯⋯⋯⋯⋯⋯⋯⋯⋯⋯⋯⋯⋯⋯⋯⋯⋯⋯⋯⋯103

第二节人事、劳动管理⋯⋯⋯⋯⋯⋯⋯⋯⋯⋯⋯⋯⋯⋯⋯⋯⋯⋯⋯⋯⋯“⋯⋯⋯．104

第三节财务管理⋯⋯⋯⋯⋯⋯⋯⋯⋯⋯⋯⋯⋯⋯⋯⋯⋯⋯⋯⋯⋯⋯⋯⋯⋯⋯⋯⋯107

第四节企业整顿⋯⋯⋯⋯⋯⋯⋯⋯⋯⋯⋯⋯⋯⋯⋯⋯⋯⋯⋯⋯⋯⋯⋯⋯⋯⋯⋯⋯111

第七章邮电职工⋯⋯⋯⋯⋯⋯⋯⋯⋯⋯⋯⋯⋯⋯⋯⋯⋯⋯⋯⋯⋯⋯⋯⋯⋯⋯⋯⋯⋯⋯117

第一节职工队伍⋯⋯⋯⋯⋯⋯⋯⋯⋯⋯⋯⋯⋯⋯⋯⋯⋯⋯⋯⋯⋯⋯⋯⋯⋯⋯⋯⋯117

第二节职工生活⋯⋯⋯⋯⋯⋯⋯⋯⋯⋯⋯⋯⋯⋯⋯⋯⋯⋯⋯⋯⋯⋯⋯⋯⋯⋯⋯⋯119

第三节模范职工⋯⋯⋯⋯⋯⋯⋯⋯⋯⋯⋯⋯⋯⋯⋯⋯⋯⋯⋯⋯⋯⋯⋯⋯⋯⋯⋯⋯124

编后语⋯⋯⋯⋯⋯⋯⋯⋯⋯⋯⋯⋯⋯⋯⋯⋯⋯⋯⋯⋯⋯⋯⋯⋯⋯⋯⋯⋯⋯⋯．．．⋯⋯⋯⋯128

2



凡

一、本专业志在断限上原则地遵循1882--1985年，因本志系经济部类，故上限追溯至

宋朝，下限断为1985年。

二、全志遵照横分竖写的体例，即章为横分，节为竖写，纵横交错，经纬成篇。

三、1951矩以前新洲县属黄冈，记该年以前之邮电事业，凡有新渊方面的史料择其精

要而记之，：1951年后则按现在的行政区划记载境内邮电发展史实。

四、黄冈县为鄂东首府首县，在邮电事业上有府署与县衙、专署与县，地区与县相互

交错之情形。本志凡能收集到省，地在境内开办邮电方面的史料，择其精要而记之。

五、本志为突出地方特点，特写“红色交通"专章，入志为第二章。

六、全志分总纲，正文和结尾三大部分，总纲部分有地图，以示空间，有大事记，以

示时间。正文共七章二十四节。结尾概述修志始末。

．七、全志有图表、照片和文字叙述、图表、照片穿插于文字叙述之中，使之互为补

充。图文并茂。

八。全志所记各类数据，均以县、地邮电及行政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准，一律采用阿拉

伯数字入志。 一=



序 言

信息传递，古今有之。古称驿递，今称邮电，古之驿递为官府机要通信部门，今之邮

电为人民群众的通信工具： “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之主权为帝国主义所摄控， “人

民邮电”之主权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从落后的邮驿到现代邮电通信，从为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效劳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真可谓翻天覆地之变化。

历史的变迁若无记载，则泯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的经验教训若不总结，则有害

于未来事业的开创。而今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际，省、县各级政府檄令各行各业

编史修志，此举实为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遵照上级指示，我局子一九]k．--年五月组建修志专班，在局党支的直接领导下编篡邮

电专志。修志人员忠诚于修志事业，或访故老于四乡，或考文献于档册。发凡起例，比事

属辞，寒暑作业，废寝忘餐，稿经三易，今志始成，填补了历史的空自。

全志分七章二十四节，较全面地记录了我县邮电事业的兴衰及发展的全部历程，为我

们了解农村邮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实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历

史时期邮电部门为推进本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一部鉴古治今的

乡土教材。

我局全体干部和职工，要认真地学习这部志书，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此为基石，

科学地制定出邮电事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宏伟规划，为开创我县邮电事业的新局面而作

出更大贡献。

黄冈县邮电局局长 刘树仁

副局长 吴之干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兰十日



大 事 记

一八八四年

汉I-J展设至黄冈(黄州)的电报电路。

黄冈(黄州)设电报局。

一八八六年

一九Oo年

团风设邮政分局，后定为二等邮政局。

一九O一年

黄冈(黄州)设邮政分局，后定为三等邮政局。

黄冈境内驿站、递铺相继裁撤。

一九O四年

一九二八年

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万明元、徐绍基两同志由黄安来黄冈县，在自坳建立黄冈县第一
个地下交通站。

团风设电报局。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汉口——横店——新洲——淋山河——团风——上巴河——浠水的电话线路接通，自
此我县境内开始使用长途电话。

一九三八年

日寇侵占团风，团风邮政局被迫迁至宋坳、黄土岭等地。

一九四七年

八月，自团风架设电话线路至罗田，九月全线架设完竣。

一九五O年

黄冈县人民政府，在团风设立地方电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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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

元月，团风国营邮政、电报两局合并为团风国营邮电局。

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午后，走黄州至杨鹰岭邮班的林子清同志行至路口遇大阵雨，不幸

被雷电击死，年方27岁。

一九五二年

四月，团风地方电信所改称黄冈：跑方电信局。

七月一日，团风国营邮电局与黄阿县地方电信局合并为黄冈县邮电局。

一九五三年

六月，黄冈专区邮电局长途中心站设立。

一九五五年

四月，黄冈县邮电局自团风搬迁至黄州。

一九五六年

全县国营农村电话线路进行了一次大修更新。线条旧换新，高低不齐的杂杆换为6点

5或6．5米的杉木杆和水泥杆。

一九五七年

七月一日，中共黄冈地委机要交通局奉命并入黄冈县邮电局，局内增设机要股。

是年，全县56个乡全部安装并使用磁石电话交换机。

一九五九年

十月一日，黄冈县邮电局封发班工人王振海同志到北京，光荣地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同年12月，出席国务院召开的群英大会。两次均见到T／6"犬领
袖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

十-'Yl，黄冈县邮审局奉命并入黄冈地区邮电局。

一九六八年

六月二十三日，由于“文化大革命，，武斗，造成黄州电信通信中断九小时(自当晚十

一时至次日八时)。邮政通信中断达二十三天之久。

一九七O年

邮政推广“队队通邮"和“五收五送"活动，全县2888个生产队都通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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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微波站破土动工修建。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五年

四月，为适应全县撤区并社后的行政工作需要，分别在新公社所在地杜皮、范家岗。

河铺、马曹庙增设邮电支局。同时将溢流河、堵城邮电所改建为两个邮电支局。

一九七六年

元月，黄冈县邮电局再次从黄同地区邮电局分出而单独设立。

是年，实现了全县3 9 34"大队队队通电话。

一九七七年

元月，埋没了黄州I至团风的四芯塑料电缆一条，计24．4皮长公里。

四月十六rj晚，总路咀受特大龙卷风袭击，致使总路咀邮电支局食堂房屋被吹制，水

泥电线杆被吹断43根。由于倒杆断线，总路咀至上巴河、马曹庙、溢流河、贾庙、黄州的

电话不通，中断15个小时。

一九入O年

五月，黄冈县城——黄州镇内电话安装纵横制自动交换机loooF]。本月10日开通了自

动电话拔号。

是年，全县农村电话线路、电杆进行了一次大修更新。旧线换新并加大了型号，一律

使用8．5米的园柱水泥电线杆。

一九入二年

五月，团风邮电支局安装使嗣55型机械式电传打字机两部。于当月25日开通团风至黄

州的电传电报电路。

十二月，黄冈县邮电局在团风组建邮电知青服务公司，房屋一栋，使用面积630平方

米。

十二月九日，黄冈县邮电局营业室开办集邮业务。

十--y]二十七日，黄州城内私人企业——五星预-；嚣11}-。安装自动电话机一部。

一九八三年

五月，县局周子先同志到堵城邮电支局查修线路，碰上该支局线务员李清明在电秆上

被高压电击中，老周奋不顾身，将其救出险境并送医院抢救，使其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十一月，方高坪支局余少连，团风支局华来章，黄州支局余秀莫三位乡邮员创造了发

行流转额万元的耨纪录。余少连光荣地被选为省六届人大代表。

十二月，县局话务班创造了四年接通长农电话1，551，744张，无服务差错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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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入四年

五月，根据省局的部署，将县局经营的黄州镇内全部邮政业务和县内南湖邮电所，一

并移交鄂州市局经营管理；共移交干部、职工64人，固定资产9，650，512元。

夏，由于设区建乡行政机构改革，县局原有的15个支局并为13个支局；溢流河支局属

但店支局管辖的邮电所，傅河支局属淋山河支局管辖的邮电所。

六月，地区局党组织对我县邮电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同时，增设了党总支办公

室，局内原有的四股一室改为三股一室。原政工股并入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

夏，县局邮政、通信研究制定了五项改革方案，邮运干线及邮电所私人承包始行。

冬，团风镇自动电话改制工程完成。从而结束了依靠人工接续的落后通信方式，安装

自动拔码单机32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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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驿站与邮电

我县位于长江中游北岸，东南临巴水，西滨长江，北邻举水，东北依大崎山。三面环

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历为军事要地。县城黄州镇西北至省会武昌水路九十公里，为武

汉长江下游的重要门户。古之黄州历设州府县衙，素称鄂东八属之首，享有“通接淮楚，襟

带汉江，临深负险，屹为雄镇"之盛名。今之黄州是县人民政府和黄冈地区领导机关驻地，

是鄂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代执政者为适应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需要，都

很注重邮电通信事业的开办。

第一节邮驿通信

唐宋年问，在旧城(在今城南二里许，青砖湖处)的朝宗门外设有临皋驿。《齐安拾

遗》云：“夏澳口之侧，本水驿，有亭日：“临皋"。苏轼在其《樊口记》云；“临皋西下

八十步江水滔滔”。可见临皋驿是水陆兼程的驿站。传递工具；陆为马，水为船。临皋水马

驿是黄州官府的通信机构。开办业务有三项：其一，以传递官府文书为主，即今之机要通

信。其二，接纳钦差来往休息。《名胜志》载：“临皋馆在黄州朝宗门外”，这时之馆就是

驿站，相当于今之宾馆。其三，还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苏轼贬官之后，于元丰三年

(1080)二月一日抵达黄州，初寓居定惠院，后迁居临皋亭，与其亲友书信频繁，可见当时

驿站通信之发达。

从苏轼在我县境寄发书信和外出游访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邮驿网络路基本形成。

水路通信是以长江为干线，上达江夏，下通九江。陆路通信可分东西两条干线。苏轼游历蕲

冰，是出东门，经螺师店，越巴河到达蕲水。苏轼三次出访陈寸造(季常)，路线是出东门向

北经禹王城，枫香铺至团风，再折东向北，经花园铺、旧洲(今之新洲)抵达歧亭(今麻城

歧亭)。

元朝时期，全国的邮驿机构一律改为“急递铺"。我县各驿站亦同，如黄州临皋水马驿

改为“急递总铺”。这种急递铺专门传递官府的紧急文书，有点象现在的军邮。

明朝驿站基本上沿袭宋制，明洪武年间(1368——1398)，黄州城池移建今地，在城南

江滨(今之沙街)置齐安水马驿。弘治年间(1488——1505)临皋水马驿裁并入齐安水马

驿。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府郭风仪在驿前建有使星偻，颜曰：“湖东第一馆”。到明

万历初年，我县邮驿通信已具规模。

邮驿线路较完整。境内向外延伸有西北、东南、东北三条干线。西北干线：城北六十

里置李坪水马驿(今网风镇北，俗呼马驿)；又北七十里置阳逻水马驿；又西北六十里即武

昌府，江夏县抵省会。由团风镇折东经花园铺，向北至丁家铺达久长铺，抵麻城沙河铺。由

阳逻水马驿向北达仓埠，经三山铺，抵黄陂。黄安县之高林铺。东南干线：喊东南六十里抵

靖水县巴水驿，由此达江西。东北干线：城东六十垦至盂博桥，巡巴河上溯到但店达黄岗



扁，抵罗田县驿。

驿站之间建有递铺。东折蕲水县设有四铺，越巴河设有官渡，与蕲水巴水驿接。南抵鄂

城无铺，过大江设有官渡。北抵麻城县设铺十二个，与麻城沙河铺接。西北从团风抵黄陂县

设有十三铺，由阳逻横汪与江夏县官屯铺接，抵省府。又与黄安县高林镝接，中隔鹅公颈、

横河设有官渡。东北抵罗田，其间未设急递镝，每间十里设一邮亭。

邮驿编制齐全。明初全县有三个驿站(齐安、李坪、阳逻)，每站设置驿丞一入。万历

年间全县驿夫88人。齐安水马驿：马20匹，马夫20名，站船三只，水手159，馆夫3名。李坪

水马驿：马17匹，马夫17名；站昭一只，水手4名；馆夫2名。阳逻水马驿：马18匹，马夫18

名；站船二只，水手8名；馆夫2名。各急递铺皆有4至6名铺丁，亦称走递夫，分永充与募役

两种。清光绪七年《黄冈县志》载： “按旧志条例前明驿站马夫随时减增，至万历时几倍原

额。各驿马户系永充与募役承当。齐安则本县十四，麻城七，李坪则本县四，麻城六，黄安

一--5．阳逻则本县五，黄陂四、黄安二。万历十七年(1589)安、麻逃避，李坪承充暂鉴殷实

代当，而永充募役仅存五户，每至年终封门不役矣"。

清朝邮驿沿袭明朝之制，只是在增加支线，机构精简，人员裁减和邮亭设置等方面有所

不同。

增加交线。清朝境内外的干线仍沿明朝，只有干线上增加了四条支线。

1．团风——金锣港——徐楼——云家渡——叶家店——汪家集一一王家集——孔埠——

陶山铺一仓埠。
2．徐楼——百塔河——辛冲——新洲。

3．新洲——张店——李家集——周山铺——井字山——三山铺。

4．戚家岭——陶店——土桥——回龙山——枣树店——沙河头——百福寺——宋坳——

牛车河——长冲——贾庙。

机构精简。清光绪七年《黄冈县志》载：“乾隆十九年(1754)裁二驿(李坪、阳逻)

丞，巡检司兼管，旋属县。二十九年(1764)巡抚常钧因江水涨，发船载稽迟。奏准予江夏

县东六十里设土桥站，又东六十里武昌县地华容设华容沾，又东六十里(约今之三江口)即

交接齐安驿，归入原路。次年李坪、阳逻二驿俱载”。这里记载的是指我县至省府武昌的邮

驿线路改变，则裁减李坪、阳逻两驿机构。

人员编制裁减。我县各驿站递铺人员编制，在清雍正、乾隆年问曾作过三次调整。雍正

六年(1728)对驿站递铺人员作过裁减。乾隆二十二年(1757)对驿站递铺人员有所添增。

乾隆三十三年(1768)对驿站递祷人员作了裁减，直到光绪初年未变。：有关驿站递铺人员编

制裁减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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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蕲 铺

杨 林 铺

桑 林 铺

鸟 柏 铺

长 坡

枫 香

松 杨

临 江

团 风

花 元

竹 瓦

淋山河

丁家挡

黄 山

久 长

道观河

5

3

3

4

5

3

3

2

5

3

3

l

2

1

l

1

1

76．5

乾降三十三年全县各驿递人员裁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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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3

5

94

5

5

5

5

6

5

5

5

5

5

5

5

5

4

5

4

9

5

3

6

5

6

5

7

3

4

3

4

4

2

3

l

2

l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

2

5

4

6

3

5

7

5

5

4

7

6

7埔铺铺镝铺铺铺铺铺铺铺铺缩埔汁

驿泥刘家柳林逻壁冲家山山山

马烂矮汪双城阳粉曹毕周陶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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