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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县邮：巳志≥

序

《呼兰县邮电志》的编纂工作，历时三载，四易其稿，终于成书，值得庆幸。

《呼兰县邮电志》记述着上溯一七三五年(清雍正十三年)下至一九八五年长达二

百五十年呼兰通信事业的演变史。期间经过原始且混乱的驿道通信；咋兴而又脆弱的

“大清邮政"；中华民国政府惨淡经营的“中华邮政，，；以及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伪满

洲邮政、电信。这是一段交通通信发展兴衰起伏，异邦侵扰，邮权沧丧，饱经苍桑的历

史。一九四五年，呼兰解放后的四十年来，邮电通信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各条战线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建设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旧时代留下来的

支离破碎的通信落后面貌，同时还培养造就了一支以贯彻“迅速、准确、安全、方便"

服务方针为已任，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邮电职工队伍。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才智，为呼

兰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使“人民邮电"的春风吹遍了呵兰大地。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今逢盛世，为了使我局全体职工得以回顾历史，珍惜现在，

开创未来，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心，热爱事业，热爱岗位，

投身现代化通信建设，我们深感编史修志的重要和必要。于是我们决定编写出一部记述

自己历史的志书。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向全局职工及有关方面提供历史借

鉴，得益当代，惠及子孙，发挥资政、教育、存史作用。以此与全局职工鉴古知今，继

往开来，同心协力，兴利除弊，在“人民邮电”正确方针指引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呼兰的邮电通信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负责编纂《呼兰县邮电志》的李周侠和姜振禄两位老同志均年逾半百，他们发扬了

“春蚕吐丝暖后世"的精神立志修志。在编写中，广搜博采，认真考据，去伪存真，一

缝不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编写中，承蒙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哈尔滨市邮政局和

呼兰县史志办公室领导重视并亲自审阅修改，给予父键性指导；还有巴彦、宾县、龙江

等兄弟局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致谢意。

《呼兰县邮电志》在编纂工作中，编。’了人贝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终因经验不足9

资科缺乏和水平所限，疵漏之处在所难免，只能受正于读者。

B乎兰县邮电局局长 杨家森

一九九O年元月



·2。 呼兰县邮电志
—————————————————————-—————————————————————————————————————————～————————————————————～

氏 例

～、《呼兰县邮电志》上限年代为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下限至1985年。

二、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叙述体。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通过资料的记述

反映观点，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

三、本志除记叙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呼兰县邮电通信的发展变化外，按

照记叙的需要，有选择的收录部份全国和东北地区历史上的邮电通信史料，以使源流清

楚，得见全貌。

四、本志使用的惯用词语：“解放或光复前(后)”一词，以1945年8月划线。

“建国前(后)”均以1949年lO月1日划线。文中的“至今"一词指本志的下限年份。在

记年上本志采用公元记年的办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包括中华民国的记年，则

以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记年的办法。

五、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在文字、数字和计量单位的使用上均按国务院统一规定

记述。但个别处被引用旧的货币单位和计量单位，未换算成现代的货币值和计量单位。

六、由于篇幅所限，对史料的出处未逐条加以注明，集中在本志的附录中开列了主

要参考使资料的目录。

七、本志在编排上，按类分章，章下设节并辅以条目。全志分卷首、正文和卷尾三

部分。卷首包括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共七章三十九节；卷尾包括附记、后

记、照片。全书计二十余万字。



呼兰县邮电志

目 录

题词一一哈尔滨市邮政局局长郭永彬

照片一一呼兰县邮电大楼

序⋯⋯⋯⋯⋯⋯⋯⋯⋯⋯⋯⋯⋯⋯⋯⋯⋯⋯⋯⋯⋯⋯⋯⋯⋯⋯⋯⋯⋯⋯⋯⋯⋯⋯⋯⋯1

凡例⋯⋯⋯⋯⋯⋯⋯⋯⋯⋯⋯⋯⋯⋯⋯⋯⋯⋯⋯⋯⋯⋯⋯⋯⋯⋯⋯⋯⋯⋯⋯⋯⋯⋯⋯2

呼兰县邮电局局所分布图⋯·⋯⋯⋯⋯⋯⋯⋯⋯⋯⋯⋯⋯⋯⋯⋯⋯⋯⋯⋯⋯⋯⋯⋯⋯～3

概!述⋯⋯⋯⋯⋯⋯⋯⋯⋯⋯⋯⋯⋯⋯⋯⋯⋯⋯⋯⋯⋯⋯⋯⋯⋯⋯⋯⋯⋯⋯⋯⋯⋯⋯⋯1

大事记⋯⋯⋯⋯⋯⋯⋯⋯⋯⋯⋯⋯⋯⋯⋯⋯⋯⋯⋯⋯⋯⋯⋯⋯⋯⋯⋯⋯⋯⋯⋯⋯⋯⋯3

第一章机构沿革⋯⋯⋯⋯⋯⋯⋯⋯⋯⋯⋯⋯⋯⋯⋯⋯⋯⋯⋯⋯⋯⋯⋯⋯⋯⋯⋯⋯⋯8

第一节篇放前的机构沿革⋯⋯⋯⋯⋯⋯⋯⋯⋯⋯⋯⋯⋯⋯⋯⋯⋯⋯⋯⋯⋯⋯⋯⋯8

第二节懈放后的机构沿革⋯⋯⋯⋯⋯⋯⋯⋯⋯⋯⋯⋯⋯⋯⋯⋯⋯⋯⋯⋯⋯⋯⋯⋯10

第三节建国后的机构沿革⋯⋯⋯⋯⋯⋯⋯⋯⋯⋯⋯⋯⋯⋯⋯⋯⋯⋯⋯⋯⋯⋯⋯⋯13

第四节支局所简介⋯⋯⋯⋯⋯⋯⋯⋯⋯⋯⋯⋯⋯⋯⋯⋯⋯⋯⋯⋯⋯⋯⋯⋯⋯⋯⋯16

第五节县局机构⋯⋯⋯⋯⋯⋯⋯⋯⋯⋯⋯⋯⋯⋯⋯⋯⋯⋯⋯⋯⋯⋯⋯⋯⋯⋯⋯⋯37

第六节历任局级干部⋯⋯⋯⋯⋯⋯⋯⋯⋯⋯⋯⋯⋯⋯⋯⋯⋯⋯⋯⋯⋯⋯⋯⋯⋯⋯40

第二章邮政⋯⋯⋯⋯⋯⋯⋯⋯⋯⋯⋯⋯⋯⋯⋯⋯⋯⋯⋯⋯⋯⋯⋯⋯⋯⋯⋯⋯⋯⋯⋯47

第一节沿革⋯⋯⋯⋯⋯⋯⋯⋯⋯⋯⋯⋯⋯⋯⋯⋯⋯⋯⋯⋯⋯⋯⋯⋯⋯⋯⋯⋯⋯⋯47

第二节业务⋯⋯⋯⋯⋯⋯⋯⋯⋯⋯⋯⋯⋯⋯⋯⋯⋯⋯⋯⋯⋯⋯⋯⋯⋯⋯⋯⋯⋯⋯47

第三节资费⋯⋯⋯⋯⋯⋯⋯⋯⋯⋯⋯⋯⋯⋯⋯⋯⋯⋯⋯⋯⋯⋯⋯⋯⋯⋯⋯⋯⋯⋯53

第四节网路⋯⋯⋯⋯⋯⋯⋯⋯⋯⋯⋯⋯⋯⋯⋯⋯⋯⋯⋯⋯⋯⋯⋯⋯⋯⋯⋯⋯⋯⋯57

第五节设备⋯⋯⋯⋯⋯⋯⋯⋯⋯⋯⋯⋯⋯⋯⋯⋯⋯⋯⋯⋯⋯⋯．．⋯⋯⋯⋯⋯．⋯⋯70

第六节管理⋯⋯⋯⋯⋯⋯⋯⋯⋯⋯⋯⋯⋯⋯⋯⋯⋯⋯⋯．．⋯⋯⋯⋯⋯⋯⋯⋯⋯⋯·7l

第三章电信⋯⋯⋯⋯⋯⋯⋯⋯⋯⋯⋯⋯⋯⋯⋯⋯⋯⋯⋯⋯⋯⋯⋯⋯⋯⋯⋯⋯⋯⋯⋯75

第一节沿革⋯⋯⋯⋯⋯⋯⋯⋯⋯⋯⋯⋯⋯⋯⋯⋯⋯⋯⋯⋯⋯⋯⋯⋯⋯⋯⋯⋯⋯⋯75

第二节电报⋯⋯⋯⋯⋯⋯⋯⋯⋯⋯⋯⋯⋯⋯⋯⋯⋯⋯⋯．．⋯⋯⋯⋯⋯⋯⋯⋯一．．．．75

第三节市内电话“⋯⋯⋯⋯⋯·⋯⋯⋯⋯⋯⋯⋯⋯⋯⋯⋯⋯⋯⋯⋯⋯⋯⋯⋯⋯⋯⋯84

第四节长途电话⋯⋯⋯．．⋯⋯⋯⋯⋯⋯⋯⋯⋯⋯⋯⋯⋯⋯⋯⋯⋯⋯⋯⋯⋯⋯⋯．⋯90

第五节农村电话⋯⋯⋯⋯⋯⋯⋯⋯⋯⋯⋯⋯⋯⋯⋯⋯⋯⋯⋯⋯⋯⋯⋯⋯⋯⋯⋯⋯97

第六节管理⋯⋯⋯⋯⋯⋯⋯⋯⋯⋯⋯⋯⋯⋯⋯⋯⋯⋯⋯⋯⋯⋯⋯⋯⋯⋯⋯⋯⋯111

第四章经营管理⋯⋯⋯⋯⋯⋯⋯⋯⋯⋯⋯⋯⋯⋯⋯⋯⋯⋯⋯⋯⋯⋯⋯⋯⋯⋯⋯⋯115

第一节管理体制⋯⋯⋯⋯⋯⋯⋯⋯⋯⋯⋯⋯⋯⋯⋯⋯⋯⋯⋯⋯⋯⋯⋯⋯⋯⋯⋯115

第二节邮电服务⋯⋯⋯⋯⋯⋯⋯⋯⋯⋯⋯⋯⋯⋯⋯⋯⋯⋯⋯⋯⋯⋯⋯⋯⋯⋯⋯116

第三节经济效益⋯⋯⋯⋯⋯⋯⋯⋯⋯⋯⋯⋯⋯⋯⋯⋯⋯⋯⋯⋯⋯⋯⋯⋯⋯⋯⋯i18



第四节计划与统计⋯⋯⋯⋯⋯⋯⋯⋯⋯⋯⋯⋯⋯⋯⋯⋯⋯⋯⋯⋯⋯⋯⋯⋯⋯⋯123

第五节财务管理⋯⋯⋯⋯⋯⋯⋯⋯⋯⋯⋯⋯⋯⋯⋯⋯⋯⋯⋯⋯⋯⋯⋯⋯⋯⋯⋯124

第六节业务技术管理⋯⋯⋯⋯⋯⋯⋯⋯⋯⋯⋯⋯⋯⋯⋯⋯⋯⋯⋯⋯⋯⋯⋯⋯⋯129

第七节劳动管理⋯⋯⋯⋯⋯⋯⋯⋯⋯⋯⋯⋯⋯⋯⋯⋯⋯⋯⋯⋯⋯⋯⋯⋯⋯⋯⋯134

第八节劳动工资⋯⋯⋯⋯⋯⋯⋯⋯⋯⋯⋯⋯⋯⋯⋯⋯⋯⋯⋯⋯⋯⋯⋯⋯⋯⋯⋯138

第九节企业整顿与改革⋯⋯⋯⋯⋯⋯⋯⋯⋯⋯⋯⋯⋯⋯⋯⋯⋯⋯⋯⋯⋯⋯⋯⋯142

第十节集体企业⋯⋯⋯⋯⋯⋯⋯⋯⋯⋯⋯⋯⋯⋯⋯⋯⋯⋯⋯⋯⋯⋯⋯⋯⋯⋯⋯144

第五章行政管理⋯⋯⋯⋯⋯⋯⋯⋯⋯⋯⋯⋯⋯⋯⋯⋯⋯⋯⋯⋯⋯⋯⋯⋯⋯⋯⋯⋯146

第一节行政工作制度⋯⋯⋯⋯⋯⋯⋯⋯⋯⋯⋯⋯⋯⋯⋯⋯⋯⋯⋯⋯⋯⋯⋯⋯⋯146

第二节文秘工作⋯⋯⋯⋯⋯⋯⋯⋯⋯⋯⋯⋯⋯⋯⋯⋯⋯⋯⋯⋯⋯⋯⋯⋯⋯⋯⋯150

第三节保卫工件⋯⋯⋯⋯⋯⋯⋯⋯⋯⋯⋯⋯⋯⋯⋯⋯⋯⋯⋯⋯⋯⋯⋯⋯⋯⋯⋯150

第四节人事工作⋯⋯⋯⋯⋯⋯⋯⋯⋯⋯⋯⋯⋯⋯⋯⋯⋯⋯⋯⋯⋯⋯⋯⋯⋯⋯··15l

第五节奖惩⋯⋯⋯⋯⋯⋯⋯⋯⋯⋯⋯⋯⋯⋯⋯⋯⋯⋯⋯⋯⋯⋯⋯⋯⋯⋯⋯⋯⋯159

第六节职工教育⋯⋯⋯⋯⋯⋯⋯⋯⋯⋯⋯⋯⋯⋯⋯⋯⋯⋯⋯⋯⋯⋯⋯⋯⋯一一16l

第七节总务工作与生活福利⋯⋯⋯⋯⋯⋯⋯⋯⋯⋯⋯⋯⋯⋯⋯⋯⋯⋯⋯⋯⋯⋯164

第六章党群组织⋯⋯⋯⋯⋯⋯⋯⋯⋯⋯⋯⋯⋯⋯⋯⋯⋯⋯⋯⋯⋯⋯⋯⋯⋯⋯⋯⋯170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170

第二节工会组织⋯⋯⋯⋯⋯⋯⋯⋯⋯⋯⋯⋯⋯⋯⋯⋯⋯⋯⋯⋯⋯⋯⋯⋯⋯⋯⋯180

第三节职工代表大会⋯·⋯⋯⋯⋯⋯⋯⋯⋯⋯⋯⋯⋯⋯⋯⋯⋯⋯⋯⋯⋯⋯⋯⋯一185

第四节共青团组织⋯⋯⋯⋯⋯⋯⋯⋯⋯⋯⋯⋯⋯⋯⋯⋯⋯⋯⋯⋯⋯⋯⋯⋯⋯⋯186

第七章人物录⋯⋯⋯⋯⋯⋯⋯⋯⋯⋯⋯⋯⋯⋯⋯⋯⋯⋯⋯⋯⋯⋯⋯⋯⋯⋯⋯⋯⋯189

附录：⋯⋯⋯⋯⋯⋯⋯⋯⋯⋯⋯⋯⋯⋯⋯⋯⋯⋯⋯⋯⋯⋯⋯⋯⋯⋯⋯⋯⋯⋯⋯⋯192

一、1985年职工名册⋯⋯⋯⋯⋯⋯⋯⋯⋯⋯⋯⋯⋯⋯⋯⋯⋯⋯⋯⋯⋯⋯⋯⋯⋯192

二、历年死亡职工名录⋯⋯⋯⋯⋯⋯⋯⋯⋯⋯⋯⋯⋯⋯⋯⋯⋯⋯⋯⋯⋯⋯⋯⋯205

三、编写本志的参考资料⋯⋯⋯⋯⋯⋯⋯⋯⋯⋯⋯⋯⋯⋯⋯⋯⋯⋯⋯⋯⋯⋯⋯207

后 记⋯⋯⋯⋯⋯⋯⋯⋯⋯⋯⋯⋯⋯⋯⋯⋯⋯⋯⋯⋯⋯⋯⋯⋯⋯⋯⋯⋯⋯⋯⋯⋯208

《呼兰县邮电志》编审委员会名单⋯⋯⋯⋯⋯⋯⋯⋯⋯⋯⋯⋯⋯⋯⋯⋯⋯⋯⋯⋯⋯209

照片选辑⋯⋯⋯⋯⋯⋯⋯⋯⋯⋯⋯⋯⋯⋯⋯⋯⋯⋯⋯⋯⋯⋯⋯⋯⋯⋯⋯⋯⋯⋯⋯⋯210



呼兰县邮电志 ．1．

————_—————_№————————_————————-—_—-————_——————-—————_-_-—-一

概 述

翻开历史的画卷，可以看到人类交通通信是伴随着人类的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而

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通信的历史源远流长，正如展翅的鸿雁，翱翔于历史发展之

中。

早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多年的商代，我国出现了乘车、骑马传递信息的信使。到了周

代，各通衢耍道，就设有邮传机构传递官府文书。从周朝有了邮传机构到清朝设立大清

邮政，上下数千年，这一切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完整通信系统的国家之一。

黑龙江虽然历史久远，但因地处边疆，所以邮驿建置较关内各地为晚。到清朝同治

八年(1869年)才形成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北路达爱辉，西路到呼伦贝尔，东路到呼兰

厅，拥有25个驿站的黑龙江驿站网。

呼兰历史悠久，最早在清康熙二十二年(L683年)已见名于官书。

呼兰县以流经其全境九十余里的呼兰河而得名。古称兀者，早作胡兰、湖兰，最后

定为呼兰。它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地处松花江中游北岸，是当今省会哈尔滨市的近郊

县。

据史料记载，呼兰县的通信驿道始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从当时的黑龙江将

军衙门所在地齐齐哈尔，经乌兰诺尔(今肇源新站)至呼兰开辟一条驿道。到清光绪二

十六年(1900年)呼兰县亦有民间通信机构，初为邮寄代办所，隔年升为二等甲级邮

局。

清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家电报总局，这当为中国电信通信之始。

20年后，也就是电报通信技术发明后的54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呼兰有了电报

通信，设立了呼兰电报分局，与茂兴(今肇东茂兴乡)和哈尔滨通报。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始设电话总机，城内府署、商会、巡警总局及各区设电话单机。民国3年

(i914年)成立呼兰电话公司，民国8年(1919年)成立呼兰长途电话局，民国20年

(1931年)成立呼兰县四乡电话局。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邮政取代了大清邮政。县内的邮、电通信设施亦无明显变

化，唯当年设立了沈家窝铺代办所和石入城子代办所，此二所是呼兰县最早设于乡下的

邮政分支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5月19日，日军攻陷呼兰

城，所有邮、电通信设施及电报电话局、邮政局，遂为日本侵略者掌管。至此，全县邮

电机构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军事侵略、残酷统治和经济掠

夺的重要工具。这一状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东北光复

时为止。

1945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进驻了吁兰县城，随即派员接管了电报电话局、邮政局

和四乡电话局。1946年秋，按照东北邮电管理总局的指示，将邮政局和电报电话局合并

成立了呼兰县邮电局，下设康金井、对青山、大方台和沈家4个邮电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概 述

一一————————————————————————————————————————————————————一
1949年11fj 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人民邮电完全

取代了建国前的一切通信组织。从此，呼兰县邮电通信事业在上级邮电部门和中共呼兰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步入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但由于日伪长达14年的统治，邮电通信无论在设备、技术和通信能力上，都需要大

力恢复。从1950年开始到1956年，全县邮电通信水平就有了稳步地提高和发展。在农村

自办通信机构开始占主导地位。 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村电话通到了“管理

区"，邮政的通邮面也扩大到村、屯。1961年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调整"方

针的指引下，全县邮电通信事业处于徘徊阶段。这之后，又转入到恢复发展时期。1969

年12月，从上到下实行邮电分开，分别设立了呼兰县邮政局和呼兰县电信局，同时电信

实行军管。下属20个农村邮电支局也分为邮政、电信两摊。1973年8月，遵照上级指

示，邮、电再次合并，恢复黑龙江省呼兰县邮电局的建制。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呼兰县的邮电通信事业又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全县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步子加

《央。1977年，邮电大楼拔地而起。1978年在县城内实现了电话自动化。从而改变了全县

的通信面貌。1979年全县农村电话实现了载波化，广播、电话同时进行互不干扰。到

1985年，邮电业务收入达到99．4万元，邮电业务总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在其它方面如

邮电机构的设置，各种邮电通信设施，服务项目和服务水平，职工干部的阵容和素质，企

业的经营管理以及邮电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等等，与建国前或建国初期的任何时期都是

不能同日而语的。仅举几例便可说明：1985年的职工人数比建国初娥增加15．5倍；邮电业

务收入增加14．5倍；电话台数增加7．7倍；农村邮路由零到现在的53条计1，669公里。

“人民邮电"，是国家的统一的通信组织。它是党和国家的通信部门，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通信工具，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其任

务是：以优质高效低消耗的通信手段，加快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政令的传递过程，节省

社会劳动时间，加快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人民群众的联系过程，来为党和国家服

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通信为中

心，以质量为第一。其服务方针是：迅速、准确、安全、方便。

凡在呼兰县邮电通信部门工作过的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邮电职工干部，

在“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思想指引下，都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以忘我的劳动精神和主

人翁责任感，为各级党、政府及人民群众，为全县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建国后的37年，呼兰县邮电通信事业之所以能够得以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国家和地区把发展邮电通信做为重要基

础设施之一给以足够的重视。但是，邮电通信事业的存在、变化和发展，不可能不受政

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水平及社会需要等宏观条件的制约，这正是建国前呼兰县通

信事业发展缓慢和长期落后的必然结果。而建国后的s7年，在发展中也曾出现过某些偏

差和不足。如邮电通信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差距等问题。这些前进中的问

题，将作为呼兰县邮电通信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新时期发展的前车之鉴。

随着通信科学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及邮电自身建设的加强和邮电企业管理的不

断完善，通过全局职工的努力奋斗，邮电通信还将为呼兰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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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记 事

1735年(雍正十三年)

是年清政府开辟了从乌兰诺尔到呼兰的驿道，始设呼兰台。

1824年(遭光四年)

是年在呼兰境东八十里设新安台(今二八镇头屯村)以通巴彦苏苏(今巴彦县)。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是年设呼兰电报分局。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是年俄兵入侵，烧毁呼兰电报分局，电报停通。

是年呼兰城内设邮寄代办所一处。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6月 呼兰城内邮寄代办所改为二等甲级县邮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9月 重新设立呼兰电报分局，开办电报业务。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

是年呼兰城内设电话总机一部。

是年省文报总局设呼兰府文报分局。

1912年(民国元年)

Io／J 设立沈家窝铺和石人城子两处邮政代办所。

1914年(民国3年)

4月 设立呼兰电话公司。

1918年(民国7年)

是年开通哈尔滨一一呼兰一一巴彦长途电话。

1919年(民国8年)

5月 设立呼兰长途电话局。

1923年(民国12年)

12月 开通哈尔滨一一呼兰一一绥化长途电话。

1926年(民国15年)

lo月11日 哈尔滨至呼兰间开通了运邮件列车。

1931年(民国20年)

1月 设立四乡电话局。

1932年(伪大同元年)

5月 日本侵略者攻陷呼兰城后，派日本人局长掌管呼兰电报、电话、邮局．o

1945年

9月 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呼兰电报、电话局。派孙芝任局长。

1946年

10月 呼兰县邮政局、电报电话局合并，设立呼兰县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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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1月 正式开始代销《东北日报》。

1948年

3月15日 成立呼兰县邮电局员工生产合作社。组织职工搞生产自救，如种地，开

磨坊等。

1950年

是年成立中共呼兰县邮电局党小组，刘德礼任组长。

1951年

1月1日 执行邮电部颁发的邮电企业统一会计制度及财务处理办法。
2月 全县开始建立农村交通网。

4月1日 停止矩用东北币，全国统一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列‘东北币比价为

1：9．5。

5月 在职工中进行劳动保险卡片登记工作。

7月1日 东北邮电资费与全国统一。

1952年

是年开展了反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3年

6月 按松江省人民政府通知，将地方电信交邮电部门统一管理。县四乡电话从县

政府划归县邮电局管理。 ．

是年纠正发展业务偏向。

1954年

6月 成立中共呼兰县邮电局支部委员会，王文忠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委员会，刘敬民任团支部书记。

10月 开始实行乡邮投递工作。组划邮路13条，总长度为938公里。

1955年

是年 亚麻厂和黑龙江省结核病防治院分别安装了用户电话交换机。

1956年

3月 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

12月 开始建设农村电话网。

1957年

6—10月 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反漏洞“四反”运动。

9月25日 县局召开第一次邮电系统分支机构工作会议。

11月19日 全局开展整风运动，直到1958年1月结束。

1958年

1月1日 执行全国统一邮电费率。

8月1日 编印出版呼兰县邮电局第一本《电话号码簿》，280台市内电话被编入

该簿。

9月23日 呼兰县邮电局划归哈尔滨市邮政局管辖。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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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公布实施本局制订的第一套业务管理制度，共16章78条。

7月28日 呼兰县邮电局首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开幕，会期4天。

1960焦

2月12日 晚六点三十分，石人邮电支局因用电发生火灾，计损失四千余元。局房

全部烧毁，还有13个进口包裹，1201i多封平信。
2月16日 县局设股的建制，设有秘书股、邮政股、电信股、同时任命了各股股长。

4月28日 呼兰局被评为省的报刊发行红旗单位。

7月1日 县局报务组被评为全省红旗电路并受到奖励。

11月23日 召开中共呼兰县邮电局首届一次党员大会。

1961年

5月 精简了邮电职工17人，其中国营职工5人，社营职工12人。同时撤销了东沈

等9个电话交换点。

12y1 盂家邮电所被评为全省邮电系统先进集体，阴宝才、任淑芳被评为省邮电系

统先进生产者。
1962年

8月 根据省局通知，撤销行政管理股的建制，即撤销秘书股、邮政股和电信股。

12月28日 省局(62)邮电字876号文件批复：康金井、对青山、沈家为邮电支

局I大用、石人、自奎、许卜、西井、腰卜、莲花、孟家、长岭、-Jk、杨林，方台．

长安、乐业、利民、台屯为邮电所。

1963年

4月6日 县局成立了托儿所。

12月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1964年

5月 省局指示，呼兰县邮电局设政治教导员一人，由王文忠担任这一职务

1965年

8月17日 随着阿城呼兰等八个县从哈尔滨管辖下划归松花江专区领导体制的改

变，这八个县的邮电局也同时归划松花江地区邮电局领导。
lOY] 中共呼兰县委派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县局， “社教，，运动开始。

1966年

6月 成立呼兰县邮电局“文革"小组，具体负责全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20日 开办呼兰至杨林委办汽车邮路，全程55公里。

9月 县局成立邮电系统职工红色邮电造反团。

lOYJ 省局批准架设无线电台，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定时会晤。

11D 成立中国共产党呼兰县邮电局总支部委员会。

1967年

4月 邯电系统的“造反“组织夺了全局工作的领导权。李忠林为主要负责人。
5月30日 在呼兰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邮电局成立临时接管委员会，高文亮任

主任。

1968年

1月 成立呼兰县邮电局革命委员会，负责全局的领导工作，王文忠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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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一

9月 省局下拨呼兰局68D型电传机一部，从此结束了人工收发电报的历史。

12月 按照上级指示，实行邮电分设，分别成立呼兰县邮政局，呼兰县电信局。

：。。 1971年

4月 开通呼兰至利民、乐业、台屯摩托车邮路。

1973年

8月ii日 根据上级决定，呼兰县邮政局，呼兰县电信局重新合并为呼兰县邮电

局，王文忠任局长。

是年省局调进南京货车一台，用于接站。

1974年

。10月 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呼兰县邮电局总支部委员会，宫万才任书记。

1975年
。’

1月 长途线务段从县局分出，划归松花江地区长途线务站领导。

7月 开通呼兰至长岭、孟家摩托车邮路，全程36公里。 。

1976年

7月 经中共呼兰县委批准重新成立中共呼兰县邮电局总支部委员会。
、

、
1977年

．|。．．2月20日 ，c(农历正月初--)方台支局值班员董彬因吸烟引起火灾，烧毁报纸§即

份，包裹2件，挂号9件，邮袋、报皮9条。

8月 邮电生产楼竣工并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为1，258平方米。

9月20日 由两名局长挂帅，抽调70余名职工，开始制造75一一l型800 P]准电子

自动电话交换机。

10月ii日 康金一一大用间3，300伏高压农电路线路，因故搭在通信线路的线条上，

引发电火，将康金支局的电话通信设备全部烧毁，直接经济损失10．891．60元。其责任

属电业部门。

__．．12月 报务组创造了电报通信质量的历史最好水平，被评为全省红旗电路并受到省

局奖励。 ，

1978年 。

4月 先后试开呼兰至台屯、呼兰至利民和呼兰至腰卜3条摩托车邮路。

6月28日 75—1型800P]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制造成功并正式割接投产开通使
用，结束了磁石电话人工接续的历史。 -，-

是年 有13个农村邮电支局所实现了载波远距离供电。解决了农村停电影响电话通

信的问题。

1979年 “

3月 局党总支按照党的政策决定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批斗的王文忠等12人平

反。 ， ，

是年”为解决邮电职工家属待业青年就业问题，成立了青年工厂， 安置待业青年

"人。

是年农村电话全部实现了载波化，广播、通话同时进行互不干扰。

1980年



呼兰县邮电志 ．7．

是年 县局凋给康金支局一台三轮摩托车，

1981年

8月 县局至康金支局开通电传电路一条，

式。

用于接站。

改变了县至部分公社电报通信的传递方

10月 在企业中建立并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

12月 呼兰火柴厂安装了loof丁用户磁石交换机一部，实占43门。

1982年

4月 呼兰至康金电报电路增装3部电传机，使康金等7个公社的电报传递加快了

速度。

5月2日 省劳动模范、大用支局乡邮员阴宝才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秀投递员

表彰本会并被授予全国优秀投递员光荣称号。 ‘； 。
÷

7月 在呼兰局安装并开通哈尔滨至绥化12路长途增音机一部。
．

8月24日 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由县局统一任命18个支局长和11个班组长。

4月7日

阴宝才学习。

j。10月2日

管辖。

局党总支发出通知；号召全县邮电职工向全国优秀投递员0省劳动模范

呼兰县邮电局的隶属关系由松花江地区邮电局划出；归哈尔滨市邮政局

一+．-。 。：0 辩

1984年。 一 、t，

3月13日 哈尔滨市邮政局派出以办公室主任李士祥为首的工作组来呼兰共邮电局

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综合治理。‘
。

。。’。一” “。。

7月11日 呼兰局的企业整顿经验收达到合格标准，省局颁发了‘“企业整顿验收合

格证，，：
。

。 。。 。。

是年县局被县政府评为防火先进单位并发了契状。⋯ 一一一 ‘。’。3引。

q、 。t ， _¨。

．一⋯? 19854⋯募一、 ⋯，

1月2日 开办呼兰至莲花委办自押汽车邮路，全长60公里，j沿途经长岭。许h

失用‘(邮电所)。
。 。一 ·

8月29日8月下旬以来，呼兰汛情严重，县局将遭灾情况书面向省局报告唔。有嗵

条农话线路被淹，8条邮路受阻，部分支局和职工房舍遭水浸泡a计损失11·3万多元。

9月13日 经哈尔滨市邮政局批准，呼兰县邮电局实行局长负责制。重新任命了领导

班子：孙殿勤任党总支书记，杨家森任局长，t任期3年。 j。

9月25日 市局王书局长，党委副书记魏恩治、。工会副主席高兰秀等领导。同志，j来

呼兰局慰问受灾职工，同时带来市局职工捐赠的粮票1万斤，现金2，000元和l巨衣服400多

件。 _

“月8日 呼兰县邮电局I句省、市局书面报告8全1 0 Jj期问呼兰全县农村电话中继

线路连续10次被盗的具体情况。 。。．

是年呼兰县邮电局被命名为县级文明单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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