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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缶r-落成的邮电大楼

1994年市局副局长罗贞奎同志在光泽检查工作时与职工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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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示范窗口之一

．．投递组标准化建设
座谈会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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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8年的邮电营业及办公大楼

V崇仁邮电支局营业厅及办公楼

V解放初的邮电办公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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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冬建的文昌路邮电职工宿舍

精神物质双丰收，
获得市文明单位称号，
同时获得省邮电经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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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省邮电职工“双基”知识竞赛一等奖

。◆，__
确保畅通是邮电企业的根本。

“7．4”洪灾，全局职工团结一致
保畅通，成绩优异，被县及地局
双双评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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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继编修地方志之余绪，《南平地区邮电志·光泽卷》于1996年开始组织人

员撰稿，是根据参照前几年应编写《光泽县志》要求，向其提供的现存手头

部分资料为蓝本，经过编纂人员筛选考证，补充整理组织成篇的。为此作者

曾几进几出县局档案室，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充实丰富志书的内容。同

时依邮电行业特点和事物内在发展规律，遵从事以类聚的原则，横排门类纵

述历史与现状，详尽记载了光泽邮电通信发展的经过。全志共设七章三十六

节，约计十八万字，在市邮电局文史办的帮助指导下，集众人之力于1998年

脱稿，历时两年有余，曾经三易其稿。

光泽近代邮电通信，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创办大清邮政以来至民国时期一直处于低迷不振状态，规模小，设备陈旧，

性能低，技术落后，业务清淡。民国三十七年(1948)县境内仅有两条出县

干线邮路(即光泽途径邵武到建阳和江西黎川)，只有干线附近极少数村庄信

件由干线邮运员兼投，而绝大多数乡村都不通邮。电信通信设有西门子磁石

式市话交换机一台，容量10门，出县电路两路(即通邵武和江西资溪报话合

一线路2条)。

解放后光泽邮电通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不断增加对通信建

设的投入，大力发展邮电事业，开辟农村邮路，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通达

全国各地的通信网络，同时增加服务网点，认真贯彻“人民邮电为人民”的

方针，市话交换机几经扩充增容，逐步形成规模，区乡电路相继开通，通信

能力大大增强。经过一代邮电职工的辛勤劳动和积极进取，光泽的邮电通信

日臻完善，促进了邮电通信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

和政府更加重视邮电通信建设，把它当作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发展邮电通信事业创
1



造了良好条件。

1993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邮电通信的需求，

根据对市场前景预测，县局果断决策，实施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开通了程

控电话，并相继先后建成农话中继光缆，至1995年全县城乡普遍实现交换程

控化，传输数字化，本地网出县中继电路多达240路，从此揭开了光泽通信建

设发展历史新的一页。回顾历史，瞻望前景不免感慨油然而生，深深体会到

不论任何时期，只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能够得到认真贯彻落实，我们的事

业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就徘徊不前，甚至遭受挫折。“光泽邮电志”真实地记

录了自开办大清邮电以来，特别是建国后四十五年来在党的领导重视下，光

泽邮电通信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一部融资治、教化、存史于一体的资料

性著述，希望对企业今后决策，培育四有职工队伍，促进企业管理和服务上

水平有所补益，起到一些借鉴作用，同时也祝愿光泽今后的邮电通信建设取

得更大的成绩，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2

光泽县邮电局副局长 吴礼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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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

坚持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于事实，着重真实

地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光泽邮电通信建设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资料详实、

准确。

二、本志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5年。坚持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

则，以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性。寓褒贬于史实记述之中。

三、本志采用记述语文体，力求文字简洁、通俗、朴实。采用记、述、

志、图、表诸体并用的多种方式反映历史状况。

四、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历史纪年方法，后加括号注

明对应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公历。

五、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竖叙历史的编纂方法，力求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按事物性质设章、节、目。

六、本志在表述中所使用解放前、解放后等词，即指1950年2月17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光泽前(后)。县局指光泽县邮电局，外县则冠以地名，省

局指福建省邮电管理局。

七、本志使用的数字表示数量关系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叙述性的

用汉字。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本局统计年报和档案文书，经考证后人志，孤证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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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一)

光泽县位于闽北山区武夷山分脉北麓，东经117。～117。40’，北伟27。18’

～27。59 7。南邻邵武，西连江西黎川，西北与江西资溪、铅山接壤，东南与建

阳黄坑隔山相望。全县总土地面积2245平方公里，约合336．75万亩，耕地

19．57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5．81％。农业以水稻为主。解放前农业总产值占

国民经济的80％以上，工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不到20％，生产力低下，经

济滞后。解放后光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农业为基础，立足于本地

资源；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从七十年代开始，兴建一批如机械制造、化工建

材、造纸等新兴工业，工矿企业多达三、四十家，初步形成门类齐全的地方

工业体系。1975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工业在地方国民经济所占比

重由解放前的不到20％提高到42．6％，地方经济蓬勃发展。

光泽于北宋太平天国4年(979)建县，清代属邵武府，民国时期属建阳

行署。其间光泽曾经两度划归江西管辖。第一次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

同年即划回福建。第二次于民国二十三年，隶属江西南城行署，至民国三十

六年划回福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光泽属建阳专署。1956年改属南平

专署(现属南平市)。境内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属内陆季风湿润性气候，雨

量丰富，年均雨量1800至2000毫米，水能储量大，是全省最早实现初级农村

电气化的县之一。全县共设5乡3镇85个行政村，人口约15万。光泽同时又

是闽北革命老区之一，1932年光泽为红军攻占，曾建立光泽县苏维埃政权，

成立苏区光泽县邮政局，红军撤退后迁走，光泽人民从此转入艰苦的革命游

击战争年代，坚持红旗不倒直到解放。

(--)

光泽建县后于元代元统元年(1333)始设驿站，至清代光泽设有驿铺10

个，塘(汛)15个，主司传送文武机关公文、军情，接待过往官员，直到清

末由于现代邮政的兴起而裁撤。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光泽邮政代办所成立，开办民用邮政业务。光

绪三十一年升格为邮政局，利用省道开辟光泽至邵武(单程36公里)、光泽至

黎川(单程61公里)步班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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