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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邮电志》的出版，是全州邮电部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对于促进我州邮电部门两个文明建设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专修邮电志，在我州自古以来还是第

一次。恩施地区在古代就有官方通信组织，近代邮电也有一定的发展。现存历代

志书，对通信有一些记载，但世人知之甚少。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邮电通信在州内迅速发展，成为全州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主要信息交流

手段。但时至今日，仍无完整的记载。1984年以来，各县(市)邮电局先后调集

有志于修志工作者数十人，克服重重困难，不辞劳苦艰辛，终于撰成这一流传后

世之作。
’

’

恩施自治州邮电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事以类从，详近略远，纵述

历史，横陈现状"的体例，记载了自1899年至1985年全州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

状况，在编纂过程中力求全面系统，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为借鉴历史经验，发

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邮电事业服务，力求达到“资治"、“教育”、“存史"的

目的。

在此次修志过程中，受到了中共恩施州委、州政府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的关

怀和支持，得到了州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各县(市)志办公室的热情帮助，州

邮电局历届领导和全州邮电干部职工给予了大力支持。值此志书面世之际，我谨

以修志主持人的身份，向各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恩施自治州邮电志虽经多次修改，反复审定，但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

希望广大读者和邮电同行们批评指正。
’

唐煌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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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的上限为1899年，下限为1985年。为保持史料的连续性与完

整性，部分内容作必要的上溯或适当的下延。“大事记”下延至1990年底。因州

名变更，极个别机构称谓延至本志终审时。

二、本志采用“事以类从，详近略远，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体例。

三、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所涉及的计量单位和数据，晚清民国时用当时标准和史料；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法定计量标准，数据以本局上报统计数字为准。

五、本志所述“恩施"二字凡未冠县、市称谓的均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六、恩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邮电局除开始用全称外，以后则简称恩施自治州

邮电局或恩施州邮电局。

七、本志出版时，州名已改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故本志名《恩族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邮电志》，除开始用全称外以下简称《恩施自治州邮电志》。鉴于恩

施解放后；本区行政建制称谓多次变更，1949年11月称湖北省恩施行政区，1955

年5月称湖北省恩施专区，1968年称恩施地区，1983年12月称鄂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1993年4月改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志为准确反映当时的情况，在

记述时均用各个时期的政区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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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县邮电局

宣恩县邮电局

巴东县邮电局

恩施长途线务站

恩施微波通信维护中心

鹤峰县邮电局



省局局长梁漓章r左四，视察鄂西时．与干部职

[亲切交谈。

分管邮电工作的常务副州长陈德贵(左三)在

§程控电话开通时担任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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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原副部长宋直元r左三)在省局林汉成

副局长f右三)等的陪同下视察鄂西邮电设施

省局赵振宇副局长(左一j视察鄂西时看望生



邮电业务宣传Ⅳ

财务、统计实现了微机联网

邮运司押人员翻山越岭．不辞劳苦
乡邮员在出班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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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减轻了邮政职工的劳

动强度

住宅电话为家庭添了温馨的气氟



叉渝微波的建成

年来来凤自动电话纲的建成宣告全州全省县以上城市甩掉了摇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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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东邻宜昌，南界湖南湘西，西抵四

川黔江，北接神农架林区。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8个民族，1985年总人口

为337．1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39．32％。

恩施地区历史悠久，三国时设置沙渠县，北周时设施州，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在

宋朝实行羁縻州县制，元朝实行土司制度，明朝设置管理土司的施州卫，清雍正十

三年(1735)改土归流，设置施南府，辖恩施、建始和增设的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共

六县。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施南府，各县直属于省。民国27年(1938)10月，湖北

省政府迁入恩施城区，恩施成为湖北省的战时省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恩施

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恩施专区专员公署，1983年12月1日，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1993年4月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

恩施自治州属构造剥蚀侵蚀山原地貌，山势高峻，溪河纵横，峡谷深切，海拔高

低差2938米，全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因季风进退的迟早和强度变化不一，年

际变化有较大的差异，阴雨、洪涝、冰凌、大风、冰雹等自然灾害常有发生，这些因素

对邮电通信有直接影响。

恩施通信，源远流长，在元代，从边境到土司府，沿途设有烽火台，以烽火报警，

士兵闻角声则聚，御敌守土。邮驿铺递，以官办形式延至清末。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令宜昌知府黄邦俊筹建

施南至利川电报线路。并在施南、巴东、来凤、利川设电报局(店)。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月，施南至利川有线电报线路竣工通报，此乃恩施电

信之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施南、巴东、来凤、利川升为四等电报局。民国2年

(1913)交通部仍在恩施设电报机构，民国18年(1929)电报业务正式对外营业。民

国24年(1935)5月交通部架设的巴东至恩施有线电报线路竣工通报，并组成以恩

施为中心的有线电报网路。民国21年(1932)11月，恩施设15瓦无线电台，只发官

电不对外营业。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因围剿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曾先后在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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