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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反映和静县邮电通信事业发展变化的志书——《和静县邮电志》问世了，
它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邮电专业志。编写志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

重要工作。

和静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和睦相

处，共同开发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英雄的土尔扈特蒙古族

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平等，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在

伏尔加河流域举行了“东归”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771年回到了自己可爱的祖国，

并定居于和静。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为和静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早在汉代，和静境内就设有烽燧通信设施；清光绪十年(1884年)，境内

有驿站六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焉耆邮政局在和静县设邮政代办所。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月2 Ft设邮政局，1953年11月12日改为邮电局o 40年

来，和静县邮电通信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邮电服务网点遍

及城乡，邮路、电路四通八达，市内电话实现了自动化，一支具有较强业务技能的

职工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本志书用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和静县邮电通信的缘起以

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通过这部邮电志，对了解和静邮电通信的发展历程有颇大

帮助，该志书是对各族邮电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必备教材。但是，由于该志书的

内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并且受到资料的限制，难免有错漏不周之处，敬请邮

电同仁、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参与编写志书人员，历时四年，经受了千辛万苦，在这里我代表和静县邮电局

全体职工，向编委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州、县各级领导及巴州邮电局史志

办、和静县史志档案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和静县邮电局局长、党支部书记 崔师德

1999年8月

]



凡 例

一、《和静县邮电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和静县境内邮电通信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建设过程及和静县

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方式方法及其自身结构的演变历史o
’

二、本志采用语文体记实叙事，力求结构严谨，语言翔实生动，内容简明通俗。

三、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初始，下限截止1990年12月31日。

四、本志系邮电专业志，章、节、目并列设置，按时沿和事物的内部联系及习惯

分先后，全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同时配以丰富的图表资料。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自治区、自治州、和静县及邮电系统内部的档案资

料，同时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走访与邮电发展有关的健在老人，搜集到部分照片、

实物和口头资料，经考证后入志。

六、志书中人物仅限各部门单位的创始人、副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1990年底

以前评定的工程技术人员、县级(含县)以上单位授予称号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

范等。

七、本志中所用简称注释如下：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指中国共产

党；共青团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区管局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省管

局(1955年前称)指邮电部新疆邮电管理局；巴州局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邮电

局；和静局指和静县邮电局；和静县的“静”字，1965年前为“靖”，本志中除原附件

外一律用“静”字。

八、本志中纪年、月、日，新中国成立前以当时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

立后以公元纪年。

九、邮电通信专用名词、术语、标准、计量单位等一律按现行国家和邮电部的

统一规定和解释，早期少数非国家、部颁的标准尽量折算成近似现行国家、部颁标

准。



概 述

通信缘起，源远流长，自商始先后出现了击鼓传声、烽火狼烟、驿马邮车、驿站

传递等有组织有典章的通信活动。

和静县是古丝绸之路途经之地，位于新疆中部，天山南麓，东经82028’一
87052’，北纬42。06’—43033’之间，东西长435公里，南北宽150公里，山河壮丽，幅员

辽阔，总面积为39686平方公里。系半农、半牧县，是新疆最大的牧业县，也是全国

最大的牧业县之一，全县辖一个区、二个镇、十个乡、十四个牧场、一个肉牛场、一

个国营农场、一个良种场、一个国营林场，境内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农垦团

场和自治区、自治州驻和静钢铁厂、毛纺厂等单位o 1990年末有蒙古族、维吾尔

族、回族、汉族等24个民族计164560人，占巴音郭楞自治州总人口的19．48％，今

县邮电局设于和静镇阿尔夏特北路。

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记载：“西汉统一楼兰诸国后，为保护境内丝绸古

道不受侵扰，沿古道建造烽燧。”现哈尔莫墩乡以东察吾乎沟口残留烽燧即为汉代

丝绸之路中路二道所建，为防御性军事通信组织之用，利用昼放狼烟夜燃火传递

信息，以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后来由于古道逐渐由山边南移，通信设施相继

南迁。清光绪十年(1884年)，焉耆经和静至巴音布鲁克共设驿站六处，驿程150

公里，专为官府传递信息，这些驿站随着清政府的消亡，加之地广人稀，山路梗阻，

早已不复存在。境内各蒙古族部落之间采用“保亚海”(蒙语意为“通信员”)或民

间捎口信方式传递信息。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和静建县后，焉耆专区邮政局即在和静镇设邮政代办

所，办理信函及小件包裹业务，开通了焉耆至和静马班邮路，这标志着和静县现代

邮政通信的开端。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政府，往来业务清淡，此状况延续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代办人员更迭外变化不大。

新中国成立后，和静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原有的邮政通信代办机构
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1952年初新疆省邮政管理局决定将和静邮政代办所改为四

等邮政局(后改为五等)，1953年改为邮电局。

和静县邮电局成立后，坚持“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执行“迅速、准确、

安全、方便”八字服务方针，从此和静县邮电通信事业开始了第一次大的发展，陆

续新增报刊发行、汇兑、城乡投递等业务，在巴仑台、哈尔莫墩、巴润哈尔莫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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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尕扎等地设置服务机构。在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

函件业务量增长2．76倍，包裹业务量增长12．4倍，开发汇票增长4．46倍，报纸期

发份数增长64％，杂志期发份数增长4．46倍，新增邮运马匹8匹，马班邮路174公

里，1957年邮电业务收入达28201元，固定资产总值36962元，职工人数增至25

人o ．

电信通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片空白，当时发电报要送到30公里外的焉

耆去发，来报则由焉耆电信局抄收缮封后，交邮政局邮送收报人，实为不便。架设

电话线路虽有计划安排，均未付诸实施，只是一纸空文。

新中国成立后给电信通信发展带来了机遇，1953年和静县邮电局成立不久，

即着手筹建o 1955年1月开通和静至焉耆无线电报电路一条，办理往来电报业

务；次年和静至焉耆长途电话线路与市话网路同时建成投产；紧接着，1957年配合

农业合作化，开始兴建农村电话，至1962年和静县电信网已初具规模，计有电报电

路7条、对外长话电路4条、市话装机83部、农话杆路315．1杆公里、农话用户28

户。本年电信收人48346元，其中电报18600元、长话23420元、市话3863元、农话

2463元。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期，境内巴仑台被自治区定为重点矿区，大批人流

物流开始涌进矿区，急需加强通信联络。短时间内，一个由乌鲁木齐市电信局、巴

州邮电局、和静县邮电局以及新组建的巴仑台矿区邮电局组成的混合型无线报话

通信网建成，共投入各类电台10部，其中和静境内7部，缓解了燃眉之急。

1959年至1960年，区管局、巴州局为了进一步解决矿区通信紧张局势，决定

从乌鲁木齐市、和静县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架设通往巴仑台矿区邮电局的长途电

话线路。特别是区管局线路工程队的职工不畏山高路险，克服重重困难，肩扛人

拉，翻越天山大坂，将银线架至巴仑台，完成了乌鲁木齐市经巴仑台、和静等地到

南疆的第二条长途线路工程，开通了巴仑台至乌鲁木齐、焉耆等地的长途电话业

务o

1960年，巴仑台矿区邮电局下辖邮电支局、所6处，计有艾吾尔沟邮电支局；

跃进钢铁厂一分厂、巴音沟、夏尔采克、西沟、莫托沙拉邮电所，各局所除坚持营业

外还经常深入边远偏僻矿点进行流动服务。1961年，矿区邮电局业务收入88608

元，其中电信42842元，邮政45766元o

1962年，因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矿区缩编，人员大量撤离，邮电所亦

相继被撤，巴仑台矿区邮电局改为和静邮电局的一个邮电支局。

经过三年调整，邮电通信事业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而有所发展，1965年，

全局业务收入由1963年的71028元增加到84394元，增加18．8％，固定资产达



174821元，职工总数为48

人员1人，管理人员4人o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掀起，邮电通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

新建不久的农牧区电话通信网，因无人管理而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巴音布鲁克

牧区的杆线设备、交换机、电话机全部损坏报废，连话务员也因无事可干而去放

牧。邮电规章制度、资费政策随着“文革”需要而改变，致使邮电业务收入减少，发

展受到制约o

1970年，邮政、电信实行分管，邮政局实行县革委会及区邮政局双重领导，电

信局实行以县人武部为主，县革委会为辅的双重领导。这期间邮政局财务收支有

所盈余，电信局却连年收不敷支，处于亏损状态o 1973年邮政、电信两局重新合

并，实行以上级邮电部门管理为主，县革委会为辅的双重管理。

1976年，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由以政治运动促生产运动，逐步转移至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进入了全面振兴社会主义经

济的建设时期，邮电系统加强了全面质量管理，逐步纠正以往极左思潮影响下造

成的恶果。整顿通信纪律和劳动纪律，改革有碍邮电发展的旧体制，建立新的领

导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扩大邮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物质文明程

度的同时，重视精神文明的发展，进行职工教育培训，提高文化和技术素质，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陶冶职工情操，激发工作热情。

在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情况下，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条件，解除职工后顾

之忧，调动了全员积极性，促进了邮电通信面貌的改观。1978年首先完成了巴仑

台干线机务站搬迁及新增设备的安装任务；次年新建县局载波机务站建成投产；

1980年开通了和静县至巴润哈尔莫乡铁三路农话载波电路；1985年初邮件运输由

汽车改为火车；1986年县邮电局被中共和静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双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1987年8月县局综合通信楼竣工投产；1989年1月和静HJ_一

01G／500门长、市、农纵横制自动电话正式开通；同年3月，中共巴州州委、巴州人

民政府授予和静县邮电局州级文明单位称号；8月和静电报电路进入全国自动转

报网，农话通信使用无线特高频，开通了县至斜米尔布呼乡、22团县内电话。1990

年3月经自治区、自治州、县档案管理部门评审结果，和静县邮电局档案管理被评

为自治区级先进单位；6月开通了和静至库尔勒ZZD09型高十二路载波电路和

DDl4八来八去半自动长途点对点电路二条，农话开始使用ZZIX)9型环路载波机；

此外，还陆续恢复和开办了集邮、邮政快件等业务。是年和静邮电局党支部被区

管局授予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县局共青团支部被自治区团委评为民族团

结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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