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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为不间断地记述吉林省邮电通信的历史，从整体上反映吉林省邮

电事业发展的全貌，根据邮电部提出“邮电应当单独立志”的要求，从

1992年起，我们在全省布置了从邮电事业发端开始，下限到1 990年的

编修邮电部门志的工作。开展这项工作，旨在全面系统地掌握吉林省

邮电事业创建和发展的过程，总结邮电历史经验，认识通信发展的规

律性，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编纂《吉林省邮电志》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

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以吉林省邮电通信事业发展为主线，

记述吉林省各级邮电部门通信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力求

准确地反映吉林省邮电事业发展的全貌。

《吉林省邮电志》是系列志书，全书共设10卷。即《吉林省邮电志

·综合卷》、《吉林省邮电志·长春卷》、《吉林省邮电志·吉林市卷》、

《吉林省邮电志·延边卷》、《吉林省邮电志·四平卷》、《吉林省邮电志

·通化卷》、《吉林省邮电志·白城卷》、《吉林省邮电志·辽源卷》、《吉

林省邮电志·白山卷》、《吉林省邮电志·省直卷》。

《吉林省邮电志》各卷书稿分别由各市(州)、县(市)邮电局、长春

市邮政局、长春市电信局、省局各直属单位文史部门专人撰写，并经本

单位负责人和吉林省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邮电部邮电文史中心史志
． 办公室审定。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邮电部邮电文史中心、吉林省政府地方志编

委会各部门和吉林省各级邮电部门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协

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编纂水平有限，如有不足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一九九六什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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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在延边邮电通信事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大发展之际，《吉林省邮电志·延边卷》出版了。

延边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在我国通信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唐朝

时期，就以“邮驿”的形式开始了通信活动，形成了北上黑龙江、东联朝鲜和El本的

邮驿路线。清代中叶，延边出现了民信局，为民间通信服务。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

国东北后，延边成为沦陷区，这期间延边的通信曾有过畸形的发展，带有浓重的殖

民地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邮电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

展，并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州城镇乡村的邮电通信网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电通信建设被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

出位置，邮电部、吉林省邮电管理局对延边自治州邮电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照顾。延

边的邮电事业，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在自治州、各县市委、政府的领导和全

州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广大邮电职工的奋发努力下，获得了超前、高速发展，通

信设备不断更新，服务网点不断增加，生产场地不断扩大，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成

倍增长，邮电职工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目前，全州基本形成了以程控交换为基

础，以数字传输为手段的现代化电信网络，以火车、汽车为主的邮运网络，以及遍

布城乡的邮电服务网络。声讯服务、图像通信、数据通信等先进的通信服务手段正

在普及。邮电业务量、业务收入迅猛增长，为延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

好的现代化的通信服务。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先行官的作用。

本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态

度，真实、准确、简明地反映了延边邮电的发展历史，为全州邮电今后的发展建设，

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咨询作用，同时也为邮电职工教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实材

料。

这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凝集着全州各局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他们不辞劳

苦、辛勤耕耘，查资料、找数据、走访历史见证人，终于完成了这部百余万字的巨

著，全书纵不断线、横不漏项、脉络清晰、因果相彰、史料准确、全局可揽，具有较好

的可读性。

由于历史跨度较大，年代久远，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因此难免有疏漏之处，望

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金永运

一九九六年三月



凡 例

一、《吉林省邮电志·延边卷》(以下简称“本卷’’)的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宗旨，实事求是地记载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的通信历史和现状。

二、“本卷"断限：按照《吉林省邮电志》的统一要求，上限追溯到通信的始端

即唐代邮驿，下限断到1990年。

三、记述范围：以1990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行政区划为准。与本地区关系密

切的个别超出行政区划的内容，亦有所记述，以显示邮电通信全程全网、联合作业

的特点。
。

。

四、“本卷"结构：设上下两卷，上卷为州邮电局综合部分；下卷为州局所辖8

个县市邮电局部分。卷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卷尾设“后记"；卷内设篇、章、

节、目。

五、记述形式：采用述、志、记、录的形式记述，图、表、照片穿插其中。

六、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在括号内注明年号；辛亥革命

至1949年，在括号内注明民国纪年。除引文外，不标伪满政权年号和外国年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简称“建国后"。

七、历代称谓：历史年代沿用通称；自1931年“九一八’’日军侵华事变起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止，这一时期统称为东北沦陷时期。

．八、币制使用：清代后期至1932年以银元记述。东北地区沦陷时期以伪满货

币记述。日本投降后至1951年4月，以东北地方流通券记述。1951年5月至1955

年3月以前，以旧人民币记述，以后以新人民币记述。

九、“本卷”使用现行规范化汉字。

十、统计资料：1949年以前的以文献档案记载为准；1949年以后的以吉林省

邮电管理局编印的《吉林省邮电统计资料汇编》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延边，是我国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区，东与前苏联(现为俄罗斯)的沿海州哈桑

区毗连，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镜北道隔江相望，北邻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西与吉林、通化地区相

接。地理位置在北纬41。51’至44。31’，东经127。297至131。18’，总面积为42700平方公里，全州边境线为755．2

公里，其中：中俄边境为232．7公里，中朝边境为522公里，有28个边境乡镇，素有三国边境之称。

考古界在安图县明月镇南10里处的石灰岩洞里，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安图人”的

牙齿化石，珲春、汪清、延吉、和龙等地也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延边的最早居民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

叫北沃沮，一部分叫肃慎，今日延边基本上属于北沃沮的活动范围。公元七一三年，唐朝建立渤海国，设都于

敖东城(今敦化市)。后延边几经归属，元、明、清历代朝廷均在此设府。“延边”一词出现在1902年前后，由于

地处三国交界的沿边，又由延吉边务公署管辖，故称之为延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于1934年12

月在延边设伪间岛省，省府设在延吉市，管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安图五县。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

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延边设立了间岛临时政府，1945年11月，问岛临时政府改为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8年3月，成立延边专区，1952年9月3日，撤销延边专区，成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区，1955年12月，将延边

朝鲜族自治区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行朝鲜民族区域自治，全州各族人民建立了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的团结与和睦，使延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显著发展。

延边地区早在公元713年就有了朝贡信使往来于延边与中原王朝都城之间，当时的邮驿路线最远可达

东部波谢特湾北岸的盐州(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公元755年，延边的驿站已达14处之多，并可横渡日本海

到达日本的出羽、左渡、九州、福冈。此后，虽经沧桑巨变，改朝换代，但延边与内地的驿站始终没有中断。1905

年，清朝政府将珲春、宁古塔驿路改为珲春、额穆邮驿路线，经由安图、延边等站。

1886年，珲春设立二等电报分局，这是延边最早出现的电信通信。1898年6月15日，中俄签定了两国边

界陆路电线相接条约，珲春电报局与俄国诺俄奇业伏斯科电报局开通电报电路，1905年清朝政府在延吉设

立军用无线电台。

1907年12月20日，清朝政府为了解决边务通信，架设了珲春一宁古塔一敦化的电信线路，并建立了延

吉厅报房和额穆索(今敦化市额穆镇)报房。同年撤销了延边的驿站通信组织，设立了文报分局。1908年5

月，由于民众通信的需要，在局子街(今延吉市)、六道沟(今龙井县所在地)，汪清(今汪清县百草沟镇)等地设

置邮政局、所，对民众开办邮政业务。从此，便利了人民群众之间的通信联系。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中国通信的控制，在珲春和局子街领事馆内设日本邮局，并在汪清等

地相继设立了邮政局，办理除中国各地外的日本和朝鲜的邮政业务。1912年1月，成立安图县(今安图县松

江镇)--等邮政局。次年敦化县成立邮政局。1914年吉林省公署决定撤销全部文报局系统。1923年在延边成

立了民营的延吉电话有限股份公司，在龙井设立了总局，并在其他较大城镇成立电话分局或电话事务所。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1932年

3月1日，日本宣布成立所谓满洲国，4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宣布接管全部邮政局，7月1日伪满交通部制

定了邮政法、汇兑法、储蓄法。7月24日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封锁与伪满洲国邮政业务往来，

决定与伪满洲国停止通邮联系。从此，延边地区的邮政通信全部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

日本帝国主义为其侵略中国的需要，于1932年开辟了由图们一龙井一教化一吉林一长春航运路线，每

周二、四、六运行，办理航空邮政业务，后又延伸到珲春一朝鲜的清津。此航线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停航。

1933年3月，日本政府与伪满洲国政府缔结了“日满合办通信事业之协定”，按此协定，于同年8月成立了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同时接管了满洲电信事业。延边的电信事业被接管后，将原电报局与电话局合并，

成立了电报电话局。1935年2月，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又接管了民营的延吉电话有限股份公司，至此，日

本帝国政府完成了对延边邮电通信的控制。

1945年8月18日，苏联红军和东北抗联延边分遣队进驻延吉，伪间岛省军政机关随之全面崩溃，延边

的邮电通信从此回到了人民手中。1946年9月成立了延边邮电管理局。管理局成立之后，迅速加强了延边邮

电通信的恢复建设，很快恢复了延吉、龙井、图们、安图、和龙等地邮政局和电报电话局，并恢复合并了部分大 P、



支局，1947年3月，撤销延边邮电管理局，成立了吉林省邮电管理局，又恢复了珲春、汪清、敦化县邮政局和

电报电话局，并逐步将邮政局和电报电话局合并为邮电局。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我国实行“邮发合一”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延边各地邮电局相继接

管了报纸刊物的发行工作。1954年11月，根据苏联生产区域管理体制的经验，邮电部决定，在邮电部门实行

一县一局的管理体制，按照这一体制，将原属省管理局管辖的图们、老头沟、大石头、黄泥河、头道沟、朝阳川、

大兴沟、天桥岭、石岘等邮电局划归本县邮电局管理，同时县城所在地邮电局一律改称县邮电局。1955年经

国务院批准，将农村电话从中央国营体制转为地方国营企业。1956年6月，经省邮电管理局批准，成立了延

边朝鲜族治自治州邮电办事处。1957年4月1日，将原在县委管理的机要通信划归邮电局管理。1958年9月

5日，延边邮电办事处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邮电局。1962年1月，延边卅I邮电局与延吉市邮电局合并为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邮电局。1965年全州邮电系统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在县局配备了政治教导员，1966年1月8

日，延边州邮电局召开了全州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延边州邮电系统第一届委员会，统一

了全州邮电系统的党组织关系。

196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全州邮电系统相继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错误口号下，废除了规章制度，破坏了生产秩序，甚至造成积压邮件报刊和为派别接转电话电报的违反通

信纪律的问题。1967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全州邮电系统相继实行了军事管制，对稳定邮电通信生产秩序起

到了一定作用。1967年12月，和龙县邮电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安图、珲春、图们、汪清、敦化、延吉县局

和延边州局均成立了局革命委员会。1969年11月至12月，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从卅I邮电局到各

公社支局实行邮、电分设，分别成立了州、县、公社邮政(归交通邮政局领导)和电信(归军分区、人民武装部领

导)机构。1973年7月至12月，按照中央指示邮政局与电信局重新合并为邮电局。

文化人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延边邮电通信遭到了严重损害，特别是1967年的8

月2日和8月4日两次大的武斗事件，使州邮电局与外界的电信通信中断了70多个小时，邮政通信中断了

100多个小时，直接经济损失达5万多元(不包括间接经济损失。即企业收入部分)，在两次武斗事件中，有24

名邮电职工受伤。这一教训永远记入延边邮电史册。

1978年5月，全州邮电系统普遍开展了揭、批、查工作，拨乱反正，恢复了企业的正常管理，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邮电企业加速现代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为了适应新时期对邮电通信的需要，州局

党委首先改革了州局管理体制，将延边州邮电局的生产部分划出，成立延吉市邮电局，延边州邮电局成为管

理机构。体制分设后，进一步加强了全州邮电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经济效益、通信质量和服务都有了显著

提高，全州邮电企业出现了发展的势头。1982年开始，全州进行了邮电企业的全面整顿，加强了企业的基础

管理。1986年全州邮电企业实行了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和工资包干，奖

励等级制等改革措施，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通信能力的增长，基本上适应了延边地区四化建设对通

信的需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给邮电企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特别是1986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下发了邮电建设“双六条指示”后，全州邮电建设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稳定增

长，通信能力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到1990年末，全州在“七五”期间共完成了邮电建设项目331项，总投

资达1933．8万元，全部形成了通信能力。其中市话增容15600门，长途电路纯增371路，农话自动交换机增

容1392门。从而使全州市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了42600门，为1980年的5．55倍。农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了

16876门，是1980年的2倍。长途电路共1113条，是1980年的4．74倍。邮电生产用房达到了121590平方

米，是1980年的1．96倍。市话电缆总长度达到了508．8公里，是1980年的3倍。邮运车辆达到了34辆，是

1980年1．5倍。

邮电通信建设的大发展，给全州邮电通信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到1990年，全州邮电业务总量达

到了3017万元。业务收入达到了4651．1万元。全州实现利润565万余元。



大 事 记

唐、辽、金、元、明各朝邮驿通信事务，因无具体年代可考，有关史料已在机构沿革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故略而不记。本大事记中记述古代通信的内容从清朝开始。

1666年(康熙五年)

是年，清政府开辟了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经株龙(今敦化市珠尔多河)至鹦哥关(今辽宁省清原县

东北的英额t1)的驿路。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

是年，珲春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间设磨盘山、达尔欢霍洛、蒙古哈哩、哈顺、穆克德和、密占等六

处卡伦(哨卡)，兼传递公文。

1821年(道光元年)一1874年(同治十三年)

延边的珲春设立过民信分局，隶属于吉林总盛信局管辖。当时办理的业务分为：普通信业包括各种书信、

新闻纸类、商业契约、有价证券、各种票据、代寄包裹，违禁物、漏税品、现金亦可代寄，虽屡被政府查出，但并

未查办，故照样代寄。挂号信物，包括汇兑款项，代派报纸，为报馆批发大宗日报杂志等，还经办运送业，银行

业等。对其递送行程也作了明确规定：普通信日行五、六十里，急信日行八十里；急信信资每封八十里为一百

三、四十文，如要送到僻远地方，要增至四、五百文。

1881年(光绪七年)

是年，清政府在原有卡伦的基础上，建立了从宁古塔至珲春和吉林至宁古塔的绎站。

是年秋，在珲春设立电报分局。

1886年(光绪十二年)

1892年(光绪十八年)

6月15日，中俄两国议定边界陆路电线相接条约，珲春电报分局与俄国诺俄奇业伏斯科(今库拉斯基

诺)之电报局两线相接，并于1893年7月4日通报。此电路于1902年12月31日中止。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是年，沙俄军队侵占珲春后，在珲春设立战地邮局，后于1903年1月14日改为俄国民用邮局，10月9日

又改回为战地邮局，1906年俄国撤出了此邮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3月29目，根据吉林将军衙门兵司移文(1903年12月17日文)，由于所设之延吉厅离省较远，距敦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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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四百余里，故将原珲春至宁古塔间的驿站移设珲春至延吉间和延吉厅至敦化县之间，并将宁古塔城至珲春

城间所设之驿站全部撤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8月，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龙井村设立“间岛邮政局”(朝鲜会宁邮便局龙井村第一分局)。

9月，朝鲜统监府电信管理局开工架设朝鲜会宁至中国龙井村的电报电话电路，并于10月1日与“间岛

邮局”正式开通，对外办理电报电话业务。

12月20日，清朝政府开始在延边架设电路，即从珲春至宁古塔，至敦化。同时建立了延吉厅报房和额穆

索(今敦化额木镇)报房。

是年，延边地区的珲春成立了文报分局，设局长1人，局员1人，报差2人，专门传递公事文件。之后，额

穆赫索罗通沟镇、黄土腰子、哈尔巴岭、瓮声砬子、榆树川、铜佛寺、延吉、小盘岭、空洞山、密占、珲春等地陆续

成立了文报分局或文报局。这些文报局统由吉林省文报总局管辖，各文报局间均用马班递送，单程为7天。文

报局不办理民间书信业务。1914年4月7日，吉林省公署71号、72号训令撤销省内文报局，延边分两批将额

穆赫索罗等15个文报局全部撤销。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4月，珲春设三等邮局，办理收递文件等业务。

5月8日，局子街(今延吉市)、六道沟(今龙井县所在地)、头道沟、和龙(今龙井县智新乡)、汪清(今汪清

县百草沟)开设邮政业务。

1909年(宣统元年)
o

4月7日，在珲春日本领事馆内设由日本人开办的邮局，办理汇兑、包裹、代寄等业务，可达日本、朝鲜、

以及中国各地。

8月11日，开设间岛邮便局局子街分局(朝鲜会宁邮便局局子街分局)，地址设在日本领事馆内。

是年，汪清县(今百草沟)设立日本人经营的邮便局，属局子街邮便局管理。

1911年(宣统三年)

是年，延边地区电信线路有：吉林至穆索300里、2086根杆，额穆索至宁古塔380里、2654根杆，宁古塔

至珲春451里、3107根杆，珲春至延吉厅180里、1258根杆。

1912年(民国元年)

1月，奉天邮务管理局在安图县(今安图县松江镇，当时称娘娘库)设三等邮政局，同时在两江口和大沙

河(今安图县永庆乡)分别设信柜一处。

8月31日，成立嘎呀河口子(图们市石岘镇)邮电代办所。

是年，珲春电报局收归国有，为三等局，划归吉黑电政管理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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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民国二年)

6月，朝鲜庆源邮便局在珲春日本领事馆内设邮便分室。

是年，敦化成立邮政局，为二等局，由吉黑邮务管理局管辖。

1914年(民国三年)

4月7日，吉林省公署“71”、“72”号训令，撤销省内文报局。分两批撤销了：额穆、敦化、延吉、汪清、和龙、



珲春、通沟镇(今敦化市官地镇西地岗子)、黄土腰子(今敦化市大石头镇新立村)、哈尔巴岭、翁声砬子(今安

图县明月镇)、榆树川、铜佛寺、小盘岭(今图们市碧水村)、空洞山(今珲春县凉水境内)、密占、珲春等文报局。

是年，成立额穆邮政局，为三等邮局。

是年，局子街邮局升为二等邮局，有马差30名，邮便路线是：吉林至珲春1010里，昼夜接站，轮流接替。

步差3名，邮便路线是：延吉至汪清120里，每隔二日发信一次；延吉至和龙(今龙井县智新乡即大砬子)80

里，每隔一日即双日发信一次；延吉至头道沟80里，每隔一日即单日发信一次；延吉至六道沟(今龙井县所在

地)40里，该处未设专差，按日随和龙和头道沟步差运递。

1915年(民国四年)

9月22日，日本在局子街(今延吉市)、六道沟、头道沟、珲春县等日本领事馆内设立邮便局，并经延吉道

尹公署同意，为邮政机关。

1916年(民国五年)

2月4日，延吉道尹公署派局子街商埠局长张璨为电信检查员，商埠总局会计助理员陈荣绥为邮政检查

员。

5月31日，延吉道尹公署另派姜国相(局子街商埠警局雇员)，接任检查邮件事宜。

7月7日，吉林将军、吉林省长饬令停止检查邮件。令称，国务委员电开临时约法，人民书信秘密之权，自

应遵视，从前检查邮件一宗应即撤销，除由部分饬各邮员遵照处事饬属照办等因准此。令谈道尹即便遵照停

止检查，所派检查人员领薪应截至七月底为止。

1917年(民国六年)

8月，延吉府在局子街设有电报局、邮政局。

是年，龙井村间岛邮政局对局子街及头道沟一日一次班，以信函为主。

1918年(民国七年)

7月，设德惠乡(今珲春县密江乡)信箱，每日发信一次。

8月1 El，开设汪清县(今汪清县百草沟镇)邮局，为二等邮局，办理国内外邮件和汇兑业务，与局子街和

宁古塔有封发关系，以邮差和马车递送往返邮件，其传递时间不固定。

1920年(民国九年)

8月，在龙井创立了延吉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属民营性质，总局设在龙井。

10月，珲春日本领事分馆内办理电报电话业务，通达日本及朝鲜各地。

1921年(民国十年)

10月，开设汪清县电报局，地址设在百草沟(今汪清县所辖)正阳大街。

是年，陆续开办了延吉电话分局，头道沟电话分局，朝阳川电话事务所，瓮声砬子电话事务所，和龙(大砬

子)电话代办处，二道沟、三道沟电话代办处，八家子电话代办处，八道河子电话代办处，开山屯电话代办处，

石建坪电话代办处，船口电话代办处，老头沟电话代办处，八道沟电话代办处，东盛涌电话代办处，铜佛寺电

话代办处。

是年秋，珲春县在延吉一珲春电报杆线上加挂长途电话线，办理长途电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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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民国十一年)

12月，于延吉商埠地成立延吉附设电话局。

是年，汪清县创办长途电话业务，汪清报房附设电话局。

1923年(民国十二年)

2月，珲春邮局升为二等邮局，内设收发处、汇兑处、包裹处、挂号处、文案处等业务，同年珲春县收回邮

权，撤销日本邮局。

8月1日，珲春电报局将延吉一珲春第二线改为长途电话线，通达延吉、汪清、小三岔口(今汪清县天桥

岭，原属延吉县管辖)，每次收电话费洋银一元，收通告费一角。

10月，安图县公民关德超开办了地方电话局，有20门总机一台，城市实装电话11部，有职工7人。

是年，延边各邮局等级为：延吉(水)、龙井村(水)、头道沟(火)、二道沟(土)、稽查处即今龙井县三合乡

(土)、怀庆街(土)、八道河子(土)。

注：金为一等局、木为二等局、水为三等局、火为四等局、土为代办所。

是年，延吉县瓮声砬子(今明月镇)成立邮政代办所。

1924年(民国十三年)

4月，珲春县东兴镇福升东设信箱，每7日发信一次。

是年，创设小三岔口(今汪清县天桥岭镇)电话局，办理市话、长话业务。

1925年(民国十四年)

9月27日，创办六道沟电报局。于1926年1月1日对外营业，办理长话和电报业务。

是年，创设头道沟、朝阳川、开山屯、瓮声砬子电话局，办理市话和长话业务。

1926年(民国十五年)

1月，成立龙井村报房附设电话局，为官办。

10月，成立敦化电话局，其地址在敦化城内，为商办。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是年春，成立额穆县电话局，

5月15日，珲春成立市内利通电话公司，由孔宪琳等人筹办。

1929年(民国十八年)

9月30日，珲春至苏联海参崴的邮件发生拒绝收发事件。

是年，龙井村邮局升为一等局，头道沟邮局升为二等局。

是年，龙井村邮政局成立邮务工会，由于没有得到批准，没有活动。

1930年(民国十九年)

是年内，延边地区设无线电通信的局有：图们电报电话局设100瓦电台一部，通达联络点为：珲春、春化、

牡丹江、长春、安图等地；延吉电报电话局设200瓦电台一部，通达联络点为：长春、沈阳、牡丹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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