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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邮电志》出版了，’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一
．，

明朝，我县就设立了驿站，一直沿用到清朝，但只是为封建官府服务。民国年问的

邮递发展缓慢。，自人民政权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县邮电事业才得以迅速

发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邮电战线上的战士，不畏艰险；忘我工作，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建国以来，先进设备不断增加，通信能力日益提

高，现已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邮电网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
●

重要作用。
、

一

现在，邮电局将我县邮电事业发展的历程，如实地记载下来，写成了第．一部《临胸

县邮电志》。这是有利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这是党政领导重视、编写人员努力，

各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它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语言通顺。通过它，使我们看到了临

朐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蓬勃发展的一个侧面。

希望邮电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成绩，在社会主义

四个现代化建设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临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临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马奎

一九八六年二月



前
—jL．

日

临朐县邮电事业，开创于1899年，迄今已有八十六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清朝末期，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邮政和电信通信发展极为

缓慢。至1914年(民国三年)才设立三等邮政局，全局人数四人。1931年开始建设县

有电话。1933年省有长途电话通至临朐。日军侵占临胸后，除邮局外，机构撤销，。线路

破坏。1943年临晌县战时．邮局在解放区成立，战邮工作人员，在党报发行和交通工作中

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9年loE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后，我县邮电事业在战时邮局的基础上，培养了一支为人民所信敕的邮电

职工队伍，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四通八

达的邮电通信网。，先进设备不断增加，通信能力日益增强。1980年实现了县城市内电话

自动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城乡人民的通信需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刻|f，为了给今后邮电事业的发展积累可贵的资料，同时也为
了给我县‘编写《临响县志》提供不可缺少的素材，在县志编纂委员会和潍坊市邮电局史

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在我县邮电部门工作多年的离、退休老干部，采取查阅

档案、回忆、调查、采访、口碑等多种途得，获得了局志的全部资料，编出了．((临朐县邮

电志》。在二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反复核实材料，多方征求意见，作过四次大的修改，

使局志力求达到材料齐全，事实确凿，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要求。在编写局志中，离

休老局长刘子明同志，离、退休干部申文礼和孙长智等同志，发挥余热，忘我工作，为编

写局志作出了贡献。 ．

《临朐县邮电志》分为：大事记、机构沿革、邮政、电信、企业管理、党群组织、

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局址变迁八章八万字，志书中有照片和图表67幅。尽管我们做

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遗漏、错误和不当之处肯定是有的，诚望同志们

‘给予指正。

《临胸县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

’

一九八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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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0大事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清邮政在临朐北关设立第一个邮政代办所。

19 L4年(民国三年)，中华邮政在县城设立三等邮局。同时在各大集镇设立邮政代

办所。

1943年19’月，临朐县战时邮局在临朐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响水崖村建立。

‘1945年春，临朐县战时邮局在九山南店村建立了第一个邮务所一一九山邮务所。

1945年，革命烈士张道有，舅’；山东省临朐县人，1 915年参加革命，任邮务员，同

年在临朐县被敌人活埋而牺牲。是年26岁。

、1,945年8月‘i临朐城解放。战时邮局接收了中华邮政临朐邮政局。l 946年春，中华

邮政I齑朐邮政局自行关闭。
“

，．
，’

1947年夏，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战时邮局随县委进行了战略转移。

I 947年；革命烈士李颜柱，男，山东省临胸县人，党员，1947年参加革命，任邮递

员，同年8月在临朐被敌人包围捕去，是年40岁。

194-9年6月，临胸县战时邯局由冶源迂驻县城北关。

1952年12月，临朐县邮电局首次安装县城第二台十门磁百电话交涣机，开办县以上

长途电话和电报业务。
。‘

1954年，县邮电局首次架设临胸奎九山电话线路50公里。九山，寺头、杨善三个区

公所通了电话。

1 955年，县油5电局自解放以来首次进行房屋基建，建设话务室、机务室，共五问，

建筑面积100平方米。

1'956年，分支机构首批安装辛寨、冶源、营子、纸坊四处磁石电话交换机，架设各

区电话线路，十个区均逦了电话。

】958年5月，全县30个乡，实现了乡乡通电话。

1958年5月，临胸县报创刊，邮电局担负芡行任务，至l 962年4月30日停刊。

1953年底，全县15处人民公社，实现了社强装总机，并开始发展公社至大队电话。

1902年11月1 9日，、天降大雪，出现持大冰凌，邮电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全县电信线

路全部瘫痪，长途电话中断二日+，县至公社中继线和县城大部份用户中断面信。经紧急

抢修十数日方初步通话。 ／ ：

：963年7月19日，天降暴雨，洪水暴发，机线设备受到严重破坏，八处公社通信阻

断三日，弥河大桥冲垮，邮政运输受阻数日。 ，

．．

1964年4．月2日至6日风雨(雪)交加．，电信线路破坏严重，市话ll户和11处公社

电话中断51，j、时。

1907年1月， “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组织夺了党、政、财、文大权。从此，领

导权归造反派。党组织陷于瘫痪。

1967年6月4日晚，一中学生造反派，寻衅冲击了县邮电局。邮电职工3人被欧

打。造成_『历史上所未见的交换机无人值班，‘中断通信半日的事件。

l



1968年4月，县邮电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一一临朐县邮电局革命委员会。

1969年12月，邮、电分设。成立了临朐县邮政局和临昀县电信局。同时，机要通信

划归县革委直接领导。临朐县邮电局革命委员会同时撤销。

1972年12月，机要通信合并于邮政局。

19 73年8月，邮、电两局合并为临朐县邮电局。 ．

1974年6月13日，洪水暴发，将胸山顶巨石冲滚山下．将矫头市、农电仟、电缆砸

毁，河东全部公社和11个市话用户电话半日不通。

1976年，益都至临沂邮运干线开办自办汽车邮路。县局及沿途七贤、辛寨、蒋峪．

大关支局的邮件，由自办汽车载运。

1977年，县邮电局城东门外新址第一座营业办公大楼峻工。同年11月，办公、邮

政、机要通宦、电报迁入新址。邮电营业迁入大楼营业室。

1977年至1980年，我县先后在城关、辛寨、杨善、龙岗、杨家河公社和冶源、五井

、蒋峪、营子、九山，柳山、寺头公社的大部地区使用摩托车投递报刊邮件，至1981年

令部停用。‘

1980年5月16日，县城H×J9 76型500门纵横铷自动电话交换机安装峻工i县城电

话全部改为自动拨号，一次割接成功，同时电信部分全部迁入新址。，

1982年11月10日，农话线路受副大风雪袭击，县至公社中继线断汗52根，倒杆285

根，11处公社电话中断二日。
‘

1：84年7月12日零点至六点，九山镇、石家河、白沙、沂山三乡，降大暴雨158毫

米(其中五点至五点半，半小时降雨60毫米)，造成当地五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水

灾。百分之八十的通信线路被冲垮，154部电话被阻断不通的有109部，共冲毁通信线

路252．5杆公里，．4】3对公里，冲失电忏31 3根，倒汗2，8"1 oH，损失44．55万元。经抢修

数日通话。在抢修线路工程中，益都、昌乐、寿光、昌邑、安邱、高密?寒亭等局给予

了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

1 984年，经过机陶改革，县局设立了三股_室，即办公室、政工股、业务股、计财

股。乡镇集体电话在县局成立了管理站。

1934年6月1日停办了县以下机要通苣业务。
‘

1985年8月，县城第二组H X．J97d型53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安装竣工；投‘
i

产使用。 一

lE85年益都至临朐长途线路由铁线更换为铜线。

1 985年8月，长途安装开通帷肮一-潍坊Z m 30 5晶体管十二路载披机。

1 985年，开通冶源三路，五井、杨善、营子、蒋峪、寺头、上林、七贤、辛寨、暖

水河、柳山各一路，共l 3条支局至县城电话半自动拨号电路。

1 985年12月，载波组长、技术员赵美兰出席全国邮电系统劳模夷彰会，同时授予全

国邮电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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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 驿站递铺

明、清邮驿制度分铺递和驿递。 、
．

明嘉靖年问(1523一一1557>，临朐县城设总铺，下设石沟河，赤涧(现属益都

县)、彦冢、七贤、伴冢、笼诜，火照、黄涧、蒋峪．小关、大关，李庄12个铺，有铺

司兵32名。

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增设驿站。清宣统元年<1909)裁撤驿站改归邮递。(详情

无资料可考)
‘

第二节 邮局

大清邮政建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这是我国近代邮政的开始。初由海关总税

务司管理，至清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才把邮政由海关移归邮传部管理。临朐县于

清】||巴绪二十五年(1897)初没北美邮政代办所，、由复聚号代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

辛寨，蒋峪始设邮政代办所，辛寨由东安堂代办，蒋峪由永祥号代办。

1912午，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邯政改为中华民国邮政，’简称。中华邮映静归交通部

管辖，部下设邮政总局。1914年(民国三年)临胸县设立l三等邮局(后升为二等乙

级)，配局长一人，业务员一人，邮差二至四人，1945年8月临]句城解放，中华邮政临

胸邮局由战时邮政接收，两者并存，各自独立工作。至1946年春，中华邮政局长携眷去

济南，其他人员自动离职，临朐中华邮政即告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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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战时邮局。，

山东战邮的t前身交通总站。随着解放区的创建扩大，为了保证党政组织的通讯联系

和党报的及时慝递，1938年12月在中共山东分局驻地一一沂水大王庄成立了八路军山东

纵队交道总站。各地委所在地设交通分站，各县有交通站。同时，各地区各部门也还有

自己的通信系统和不同的传递方法。这些分散的交通组织，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保证党的

通信联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为i9ll军以后建立战时邮局打下了基础。

1941年l o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山东军区及大众日报社等

机关，联含成立了“山东战时邮政建设推进委员会"。决议将各机关所属的交通机构合

并组成统一的战时邮政机1勾，以加强抗战时期的交通与党报发行工作。19 42年2月7

日，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在鲁中沂蒙区成立，同年9月战时邮政局又与大一众日报的发行系

统合并，党报发行工作由战时邮局统一办理。

1943年9月5日iI函朐县抗日民主攻府建立后，临胸县战时；耶政局于同年同月在抗日

民主政府驻地九山响水崖村建立，首任局长刘玉华，收发员袁立秀、及交通员三人，共五

人组成。1944年下半年县局设交通班，班长吕永元；交通员十几人，日本投降后，国内

出现了和平局势，战时邮局准备与中华邮政合并。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央定把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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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行三项工作分开，临胸县于1946年夏，实行邮(政)发(行)分开，另建报刊

分销处，负责报刊发行工作。分销处主任曹彬，职工三至四人。几个月后国共谈判协议

(双十协定)被蒋介石撕毁，内战爆发，形势骤变，同年11月邮(政)发(行)又合并

起来，报刊发行工作仍归战时邮局负责。各级邮局在发行工作上同时受大众日报社的领

导。1949年夏，临胸县战时邮局由冶源侈驻临朐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县局设局

长、会计、收发员、发行员、营业员、邮递员(数人)、交通班(交通员数人)共30人

左右，包括分支机构共73人。

第四节 邮电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年底，在战时邮局的基础上，经过整

编．临朐县战时邮政局改为三等邮局(县以上邮政局分一、二、三等)．届省局和县政

府双层领导h以省局为主。设局长一人(当时规定局长兼会计，实际是兼了发行，另设

『『会计)‘，会计一人，收发员(封发)一人，营业员一人，交通员(邮运)，邮递员

，(投递)数人(包括盘冀日、五井投递点)，．炊事员等共18人。全县(包括分支机构)共

有邮政职工33人。1952年，县局由三等邮局改为五等邮电局(县以上邮电局分为五

等)。1954年lo月，县局分设邮政组，电信组，1955年县局由五等邮电局改为六等邮电

局(这时县以上邮电局分为七等)，至1956年底县局设局长、副局长、局长助理、经济

员、会计员、邮电业务检查员。1957年4月，县局增配了机要通信员。1958年底，县局

减少了局长助理，电信组改为报话组和机线组。1960年邮电体制下放，受县政府和省局双

层领导j以县府领导为主，称县邮电局，不再分等。下半年邮电体制收回，恢复以省局

领导‘为主和县府的双层领导。经过调整，1932年底，县局设专职中共党支部书记，．行政

管理增配了出纳员(兼t!：应)。增设了机要组。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

县局增配秘书、人事干事、供应员(兼计划统计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 37年1月，群众组织夺权，原机构瘫痪，领导干部靠边

站：管理工作除会计、出纳、供应外，其他职能人员均无法履行职责，一切权力归造反

派。1968年4月，县局建Z革命委员会；至1969年12月：耶电分没，革命委员会‘宣告结

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邮电分设为：临胸县邮政局和临朐县电信局两个单

位。机要通信归县革命委员会直接管理。

县m}政局初分时，设局长、会计、出纳，至合并前增配了副局长、秘书、邮政业务检

查员、供应员。j972年12月，机要通詹并入邮政局。生产班组设封发组、营业发行组、

投递组、机要组。职工初分时51人，临时工八人。合并前职-I-74人，临时工三人(包括

分支机构人数)。县电信层初分时，设教导员、局长、干事、会计、出纳，至合并前增

配了秘书、供应。生产班组设：话务班、机线班、报务班、营业班。职工初分时52人，

合并前79人(包括分支机构人数)。 ，

1 973年8月奉国务院指示，邮f乜两局合并为商胸县邮I皂局。行政管理设局长、副局

长、秘书、人率、计划统汁、会计‘、出纳、供应、总务、邮电业务检查。员。生产班组设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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