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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邮电工会主席罗淑珍(前排左五)视察吉安县局时．与出席全区邮电

工会主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

吉安县邮电局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形成强化企业民主管理，促进企业发展。图

为第三届职代会全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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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电恚

1990年建成的邮电大楼

1991年5月26日吉安县在全区率先开通程控电话。

图为开通时，县委、县政府及吉安地区邮电局领导前来祝贺，并视察程控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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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吉安县开通程控电话，标志着吉安县邮电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为机务人员在机房值班。

吉安县邮电局一贯重视邮电服务工作．以优质服务赢得7Y'-大群众的赞誉。

9为话务人员在认真值班。



吉安县邮政储蓄自1986年开办以来发展迅速。1990年至1994年邮储余额

名列全省县(市)局第一名．多次获表彰奖励。图为县城邮政储蓄门市部。

1987年吉安县集邮协会成立，此后集邮活动活跃，举行了多次邮展。

图为邮展一角。



1994年以前，吉安县邮电局至吉安地区邮电局的长途通信及县至部分邮电

所的传输主要靠载波通信电路。图为载波机房。

1981年吉安县邮电局从吉安市迁到新县城一一敦厚镇后．加强了城市报刊

邮件投递工作。图为投递员出班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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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吉安县第一个农村自动电话点在天河镇开通，并举行了开通

庆典。吉安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检、县武装部及天河煤矿等

领导出席了庆典大会。图为县政府王尤斋副县长在庆典上讲话。

吉安县邮电局重视报刊宣传工作，邮电营业厅前的贴报栏每天更换报纸

吸引广大读者。图为群众在贴报栏前阅看当El新闻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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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邮电局重视环境美化绿化，在局大院内建一小花
园，种树栽花、挖鱼池、造假山、修凉亭、建花园，是职工休
闲的好地方。图为小花园美景。

一—．—一

吉安县邮电局文体活动活跃，县局男

子篮球队多次参加全县和全区邮电系统比

赛。1992年获全区邮电男篮赛第一名。图

为县邮电局球队参加比赛情景。

吉安县邮电局工会经常组织职工开展

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备有电视室、娱乐
室、阅览室、灯光球场、舞厅等活动场所，

每逢节假日举行文娱晚会。图为文娱晚会
上有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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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后，农村邮电所生产楼不断更新生产、生

活条件明显改善，这是革命老区东固邮电所。

吉安县是老革命根据地，苏区通信是吉安县通信史上

的光荣．苏区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一一赣西南赤色邮政总

局就是1930年在吉安县富田成立的。图为赣西南赤色邮

政总局旧址。

老革命根据地东固山。1930年3月红军在坳上开办

了红军无线电训练班，为红军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图为

红军无线电培训班旧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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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邮电志>是我县邮电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它记录了我县自秦建

县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变化，突出地记述了苏区时期邮政

事业的发展变化，重点记载了1960年吉安县邮电局正式成立后30余年取得

的重大成就，展示了邮电通信由古代的烽火台、驿站到今天的程控交换、光纤

通信等先进科学技术的漫长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县的历史文明与

进步。志书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是我县邮电史的真实写照，它

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推动

吉安县邮电事业健康持久地向前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具有时代特征的邮电志是我们责

无旁贷的义务。《吉安县邮电志>在局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上级史志

部门的正确指导下，编写人员认真学习地方志编纂理论及专业知识，坚持“存

真求实、详今略古4：古为今用”的原则，用了四年时间，查阅了档案资料，收集了

实物资料，调访了口碑资料，总数达50余万字。通过对资料的整理、甄别和精

选，按志书要求写成初稿，后经局领导及专业人员评审j修改，并得到县志办行

家的指导，五易其稿，今日面世。志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有较高的收藏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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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过程中，尽管编写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因我局近30年内局址曾有过四次搬迁，

资料散失较多，建国前的资料更为奇缺，加上我们水平有限，编纂经验不足，缺

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赐教指正。

刘文泰

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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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统合古今，立

当代，实事求是地记述吉安县邮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图表、附录组成。专志为记述体，分机构、

邮政通信、电信通信、企业管理、职工队伍、党群社团组织、人物等七章，共32

节，计16万字。附录收录重要文献o ．
?

三、本志断限，上限自秦置县，下限为1994年，个别重大事件延伸到1997

年。
：

i’

四、历史朝代纪年保留历史习惯用法，并用括号标明公元纪年。1912年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五、志中“解放前”与“解放后”，是以1949年7月16日吉安解放为界。

六、本志人物分人物表和人物简介。人物表中记述的先进集体与英雄人

物为县级以上单位表彰过的。人物简介为吉安县邮电界的知名人士，简介其

生平事迹。 ，-·

‘

七、数字书写，除序号、历史朝代纪年、习惯用语及固定词组用汉字外，余

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数字只用小数点，不用分节号。五位数以上者均以万为

单位表述o ，’

!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及本局直属单位提供的专业资

料，部分来自调查访问的口碑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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