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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是进行两个。文明

建设”的不朽盛事o

《荥经邮电志》是一郗力求用新思想、新观点、新材料编写成具有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相统一的综合性的荥经邮电史实记述，是荥经邮电局的。百科全书’t

《荥经邮电志》共九章二十四节，记述了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至1985年荥．

经邮电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建置方面，还追溯到明代设置的上、下驿，清代设置的铺

递。

人民建政前，荥经县的邮电事业虽然经过了漫长的历程，但发展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人民建政后，经过接管旧的邮电机构，改革旧的经营作风，扩大业务项目和服务范围，

整顿邮电组织和机构，逐步增加先进技术和设备，把荥经县邮电通信事业发展成为具有服

务网点遍及全县城乡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o

．但是，在荣经邮电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顺利向前的时期，也有坎坷不平的道路，有

经验，也有教训，把这些经验教训记述在《荥经邮电志》中，对于推动荥经邮电事业的继

续发展，避免今后工作中的失误，将会起到借鉴作用。

通览全志，指导思想明确，文风朴实，图表兼备。不仅为新修《荥经县志》提供了翔

实可靠的资料，而且也是对广大邮电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因志书涉

及时闻较长，资料残缺，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编写同志虽然费尽心思，做了力所能及的

工作，其中难免有谬误遗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o

《荥经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田录德

一九AA．年四月二十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蒙经邮电志》上限自1904年，下限至1985年。为使衔接得体，个别项目，有所

突破。
‘

二、本志的编写资料，来源于舀朋省档案馆、雅安地区档案馆、雅安地区邮电局档案

室、荥经县档案馆和荥经县邮电局现存的档案、文书、统计报表、+以及老干部、老工人提

供的口碑·经过反复核对、鉴剐、选择·去伪存真，尽量做到、翔实可靠-力求思想性、资

料性、科学性的统一o 。

三、本志用语体文编写盘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袁、像片。

四、本志是按业务系统分章设节·略古祥今，由远而近，横排竖写。

五、本志除记叙了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荣经邮电发展变化外，还附录了

《邮电历史简介》以及全国、全省历史上的邮电情况o
’

六、本志涉及的计费，一律以当时币制为准。

七、历史纪年，建国以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用括号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岛

八、地名一律用当时地名，并用括号注明现用地名。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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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邮电通信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据古书记载和发掘的古文物推断，

殷商年代，以击鼓传声办法报告敌情，殷末周初传递官府紧急文书称。简书”。西周末

年出现。烽火大鼓”的声光通信。东周列国，诸候割据，自成一国，在各大道上设驿马

和邮车专门传送官府文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驰道，。车同轨，书同文”，

更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汉桓帝九年(公元166年)·中国打通欧亚交通，还记载着

罗马邮驿情况。唐代丝绸之路远达欧亚，交通频繁。唐宪宗元和年问(公元806—820
年)以号日。飞钱。锄的办法开始办理汇兑。宋代设立急递铺，办起军邮。元代驿站远

达欧亚两洲。明代永乐年问(公元1403—1424年)出现了民信局、侨批(信)局。清
代在鸦片战争前，广泛使用驿站，民信局也在通都大邑广泛开设。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

年)英国对华进行鸦片自由贸易，派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驻所开办。英国邮政局”，

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个。客邮”。’

随着英、法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近代邮政通信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在我国

兴起。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正式开办。大清邮政”，设总邮政司于北京，全国

分为三十五条邮界，并向各省发展邮政机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后，将。大

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

荥经的邮驿设置，明代以前无考，明朝万历年问(公元1573—1619年)设i筹。口、
新店固上下两个驿。新店下驿在崇祯年问(公元1628—1644年)裁撤，}菁+口上驿禾久亦
被废除。

清朝初年(公元1644一)置驿县城，北八十五里(。华里)至雅安驿，西九十里
(华里)至清溪驿。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设铺递十四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

改设城底铺等八铺。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裁撤驿站，概归军事邮便处，后取销军事

邮便，往来公文归邮政递送。

荥经县的邮政始於光绪三十年(公元1940年)，代办者为县人朱育姜。民国九年

(公元1920年)，成立荥经邮局，隶属西川邮政管理局。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县人杨哲山，开办电报代办处，为荥经县电信之始。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架设乡村电话，成立荥经县乡村电话管理所，隶属警字警专商蒜威召荔嘉得二苌。一番．^馨地方官府驻长二蠢镌据到4t-墙一艚膏注：①“飞钱”各地商人在京城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官府驻长安机构。凭据到 地方官雨

曲数取镛·

⑦新店即新锸站(现复顺乡)．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成立荥经电报局，隶属川藏电政管理局。民国三十二

年(公元1943年)改为荥经电信局。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因业务萧条，人不敷

出，撤销电信局，改设电信邮兼处，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终因收入低微『fli裁撤。

民国时期邮政、电报两局均无固定房产，办公用房、职工住宅全系租赁。设钎也较

为简单，邮政除一铁皮保险柜较贵承外，其余则为日戳、算盘、木杆称。邮路除邮包、

邮袋、油布外，只有扁担、马灯。电报局只有一部电话机和一个插接板，连接雅安和汉

源(清溪)，用人工话传方式与雅安、汉源通电报，(不办理长话业务)。邮rI三资费，调

整频繁，民围网年至民围=三十七年(公元1915一一1948jF)邮资调价十九次。一封平信

邮资，民囤六年(公元1917年)为银币三分，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为法币一万

五千元。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12⋯1948年)t电报调价十四次。电报提，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前每字银币一角，‘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为法币四

万元。 。 ．

1950年2月，’荥经县人民政府成立，接箭荥经邮局。1953年增设电信机构，同年5月，

荥经邮局与新设的电信机构合并更名为西康荥经邮电局，同年10月接管荥经乡村电话管

理所。1956年泗坪、花滩、新添邮电所先后成立。1959年泗坪工矿区邮电局成立。1962

年撤销泗坪1二矿区邮电局改设泗坪邮电支局。1964年升花滩、新添邮电所为邮电支局。

1966年成立冯家坝邮电所。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问，成立荥经县邮电局革命委员会。

1969年邮、电分设，成立荥经县邮局革命委员会和荥经县电信局。1973年邮、电合并，

恢复荥经县邮电局。上届四川省邮f也管理局，同时受中共荥经县委、县人民攻府领导，

下辖沁坪、花滩、新添、冯家坝四个邮电支局。

荥经县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邮IU职工的努力下，荥经的邮

【b事业逐步发展。1985=fF荥经县邮lU局的固定资产总值为569873元，完成业务总量197219‘

元，函件出口量2367307I=-，电报去报】1784份，长途【11滔去话3119l张，完成业务收入280472

元，上缴收支差额99440元。职工人数j增加到79人。通信生产用房962平方米，职工住

房1798平方米，招待所、食堂5M平方米。邮政运输山肩挑背负，发展为摩托车运送，

自行车投递。长途电话由无到有，并实现多路有线载波。电报由人工话传，改进为电f拿

打字机收发。农村电话线路，改单线为双线；改木杆为水泥‘乜杆。交换点之问，全部使

用2·5毫米铜线。并增开多路有线载波电话，增办报刊发行、国际邮件、国际电报、国

际f乜话及会议电话等。通信水平和面貌，都较五十年代初期大为改观。全县自办邮路11

条，乡办邮路9条，报刊接转点2个，乡邮投递贝11人，农村投递路线．J七634单程公里，

建成四通八达的邮政网路：

在企业Sj：蟹I!方Im，五十年代学习苏联邮lu铺：硎方法。1962；g奄1978lg，搞}，I力诞，li，

勤俭办企q2，试制水泥lb杆，改制rb话交换机。党的十一Jll；t中全会后，纠I卜以往。左”

的路线和影响，讲求经济效益，推行全I伍质{ij}l’；理，祭顿食业，加强劳动、qk务、技术、

计划、财务的管理工作。到1984jF，各项生产1-作的质．!Ittk眦111‘督检A、交接验收、岗f讧责

任、安全保密、指挥调度、考勤考核等制度都比较健全完善，成为合格的企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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