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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我们的先辈有“盛世修志，乱世筑城”遗

训，说明编写志书意义重大。，

。。一九八七年二月，桂阳邮电局为响应党中

，央、国务院“要编纂我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

’志”的号召，成立了“桂阳邮电志修志领导小

组”。在中共桂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经过邮电志编写人员五年来的辛勤笔耕，预

期完成了桂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交给的编写任务，

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邮电志”已问世。

，，这部志书，以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记述笔

法，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邮电事业的发展

及两千多年来的兴衰起伏变化过程。如实地反映

了桂阳邮电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并富有邮电通信的行业特征及地方特色；具

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是一本服务"-3



代，惠及后人的资料书。

邮电是社会化大生产企业，服务所至，涉及

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知名度己昭彰于世，越来越

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1988年，国家己采取

“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一起上和统筹规划、

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为我

县改变邮电通信落后面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

境。 对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

殃一。我们应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

希望全县邮电职工要不失时机地积极工作，

继续发扬我局。团结、求实、奋进、争创一流企

业一的精神，为早日实现桂阳邮电通信现代化而

努力奋斗。 ‘

编 者

1991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写。

二、本志的上溯时间为公元1840年，个别地

方为说清历史渊源，自公元25年起略叙数笔，以

展事业发端。·． ．

、 三、入志资料来源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省档案馆，郴州

地区和桂阳县档案馆馆藏资料．入志资料均经严

格考证核实，慎重选用，真实可靠。

四、本志书采取语体文记述。

五、记年方法：清代及民国时期采取当时通

用记年方法，并以括号注明公元记年；新中国建

立后，采用公元记年。

六、新中国成立后，计量单位以公制为准，

货币及金额均按时币价值编列。



七、志书内的地名为旧地名，在括号内注明

现今地名。
1’1

八、本志书除凡例，概述外，正文分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其间附有相关图、表及附录。

九、一九九四年长沙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原本志六张彩照被洪水卷走，现今自动机房、锦

旗、奖杯等六张彩照均为后补照片，与本志断限

时间相悖，望见谅。 ．



概 述

据考桂阳在东汉公元25年己有邮驿，属中央

兵部掌管的通信机构，但网络稀疏，仅投递官府

文书及军事情报。清朝，英、法等帝国主义入侵中

国，邮驿通信遭战争破坏严重，清政府在恢复邮

驿的同时，令各地方政府建立铺递通信组织，桂

阳州及所辖临武、嘉禾、兰山三县共建立铺递46

处，全程635公里。． ，

．

邮驿、铺递均属官办官用机构，不为百姓利

用，人民通信闭塞。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8)，国家创办大清邮

政，光绪三十年桂阳州邮政分局随之建立。此

时，大清邮政面临国内民信局及外国在华“客

邮’’的业务竞争，业务清淡。晚清、因驿政废

驰，弊端丛生，至民国元年(1912)，北洋政府

明令撤驿归邮，连同铺递一并撤销。另外，私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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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民信局在与国家邮政业务竞争中被挤垮，

最后，由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勒令残存的民信

局于1934年底一律停止营业。从此，邮政业务开

始走向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轨道，业务得到迅速发

展。
“

、

·

桂阳电信始办于民国14年(1925)j始设有

线电话，民国28年增设无线电台，均限于军政机

关使用。民国30年后，电话业务开始向社会开放，

因设备甚少，业务不多。至民国38年，全县电话

杆线长度仅270公里，5—101"-J小交换机三台，

话机8l部，手摇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

解放后，随着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 信息传递量激增，为适应社会通信需要邮电部门

逐步增设网点，添置．更新设备，业务不断扩大，

至1988年，全县邮路总长度达2809公里，通邮面

覆盖每个乡村，大部分邮路由步邮发展为车(自

行车)邮；电话枰线达862公里，大部份由普通

线路改造为载波电路；电话机增至506部，并开

2



始设置传真电报和国际长途电话；邮电固定资产

为I 91 2723．09万元；职工队伍增至253人；年业务

量81．8万元，分别比1 950年增长43倍，1 7倍和68

倍。

桂阳地处山区，地域辽阔，人口多，居住分

散，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的邮电机

构收不养支，长期亏损。这些机构一般设在区乡

政府所在地，以为基层党政机关服务，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故欲撤不能，眼看亏损；另外一些乡村

邮电机构亦属微利经营，有盈利的仅占全县邮电

系统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山区邮电发展的颇大

弊端，与我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相

悖，有待于政府部门对邮电通信建设进一步实行

倾斜政策，让桂阳邮电通信更好地为党、政、军

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外商来桂阳投资办企业创

造良好的通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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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邮政、电信机构

第一节邮政机构

一、邮驿及铺递

中国邮驿之兴，、始于周代。当时，步传日

邮，马传曰驿，统称邮驿。邮驿政务由中央兵部

掌管，主事归驾部郎中。清代的邮译通信分驿递

和铺递两类，专门为官府传递公文。至唐朝，除

传递公文外，还负责官差官物的护送．

据考，桂阳郡驿、汉置。东汉公元25年，光

武帝下官郑宏上奏获准，辟零陵至广东邮驿干

线，于桂阳郡设立驿站(站址待考)。后因桂阳

郡之临武县至阳山(今广东连县)地段，山路崎

岖，驿骑至此，险象横生，通信时而受阻。至桂

阳郡太守卫飒时，不惜巨帑，征集百姓“凿山通

道五百余里”，将此驿路改道从郴县经宜章南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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