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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县邮电志》问世，是本县全体邮电干部职工的共同心愿，也

是本县邮电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修志，对于资料积累，总结经验，鉴

往晓今，启发后人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思南，古属黔东边陲要地，通信历史悠久。古有邮驿，烽火台，铺

舍等通信组织。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l 908年)始办现代邮务，辖印

江，安化(今德江)，凤泉(今凤岗县)，沿河、濯水、务川i后坪、

德旺、塘头等邮政代办所。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6月成立思南县

电报局。同年思南县政府城乡电话所成立。辖印江，一石阡，德江县政府

电话。民国三十一年(公元l 942年)，贵州省第十二分台设于思南县政

府内。至解放前夕，思南为二等乙级邮政局，三等乙级电信局。

解放后的三十六年、人民邮电事业发展迅速，邮电机构设施、通信

网络遍及城乡，通信设备逐步更新，通信能力不断增强，业务范围不断

扩大，机构人员不断增加。

编史修志，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份。负责主编此书的柳仁新同志知难而上，不辞辛劳，‘零收碎

采、广征博集、面访、信访，收集资料达三十万字，总行程三千二百五

十多公里，导原究委，事事稽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时一年零两

个月，编纂出载籍六百七十多年的思南县第一部邮电志。

“寿以名书、知非帝魏"。这部邮电志尽管还存在某些不足，荀能



反映规律，志其奇迹，彰其盛事，为借鉴、教育、存史之鉴。通过对蔷

书的学习，能增加职工对思南邮电历史的了解，能进一步提高邮电职工

对本职工作的自豪感和责任心，更加热爱人民邮电事业，坚定信心为思

南县邮电事业的更大发展作出贡献。

李 国 华

一九八七年元月中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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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定，下限至公元l 985年底。

三、本志体例采用记、志、图、表，录结合，以志为主体，按章，

节、目排列，以时为序，横排竖写。

四、本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为建国前，建国后， (或解

放前、解放后)。历史纪年，夏历和清代以、前，均按当时习惯称谓，用

汉字书写，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民国以后一律使用阿拉伯字、书

写；地名使用原名称谓时，均在括号内注明现今地名。

五、有关数字用法均按i 9 8 7年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六、本志所用资料，均来自贵州省档案馆，思南县档案局、思南县

志办：县邮电局文书档案室。其中统计数据，民国时期以档案为依据，

建国后的以铜仁地区邮电局年报会审数字为准。部份资料由编者本着孤

证不立的原、则从调查中整理的。志书中一律不注明出处。



概 述

思南早期通信，元代无史稽考，可追溯到明洪武四年(公元1 37 1年)

的邮驿通信。到明永乐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元1423年9月1日)，

废司设府后。通信设施铺舍遍布。思南府，设府前铺，府到蛮夷司、朗

溪司，务川县属各路设铺舍十五个。各司管辖之地按东南西北各路设铺

舍，传递公文书信。清代沿之。清康熙年间石阡府在今思南县的板桥、

塘头、苗民、源沙、桶口、长林坝等地设铺，各铺铺兵四名。明未清初思

南府境内设有烽火通信，因年代久远，现大部分遗址无考，惟思南，德

江、务川，印江等县烽火台有个别遗址尚存。清道光2 1年(公元1 842

年)以后出现民邮，这是非官方的为民众运送邮件的组织，那个时期无

论是官邮，民邮都是人工、马驮邮传方式。

清光绪初年，思南府境内设有南北两线邮道，北由务川至思南邮

道，南由思南经石阡达偏桥邮道，还有龙泉至塘头邮道。这种邮道，实

际也是驿道，这种邮传，实际也是驿传，也就是官邮。这种官邮是给官

府传递公文的。民间信件不能随便邮寄，要邮只能托便顺带或借助民信

局(注：思南未设过民信局)，一般民众，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不熟悉

官府的人，不熟驿传的人，。则无法托便顺带。然民间的书信、银信、口

信，小包裹等通信业务只由当时的麻乡约兼办之，其传递速度不但慢而

且不保险。肇至清未，始由官办邮务，邮传、驿传随之不存。

鉴于思南邮电历史悠久，从建立大清邮政时间来看比北京邮局才晚

1 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思南邮政辖区基本沿袭旧制，不受地方行政

区划限制。邮路：东到铜仁，南到镇远，西到遵义，北到四川酉阳丁家
·2·



湾。民国2 6年(1 9 3 7年)归属思南三等甲级邮局管的有印江、德

江、石阡、江口、凤泉、沿河、江口、平阳场、后坪、涪阳场、煎茶

溪、务川、塘头1 3个邮政代办所和设在这几个县的2 2个村镇信柜。

业务管理，一切听从上司安排，县局只能照章办事。增办业务，机构设

置，人员晋级，雇用临时工、开支临时邮运费，必须具文呈报，等候审

批，购置一把锁、一瓶墨水，一把扫把等零星开支，也得向省局专文请

领，业务单册，材料等都由省局按计划下发。

民国时期的思南邮局机构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l 9 0 8年)的一

等邮务局到三等邮局，三等乙级邮局，三等甲级邮局，二等?级邮局的

演变过程，但邮政员工长期保持l 2人。

在电信方面，从辛亥革命失败后，贵州进入地方军阀统治时期，当

时这些军阀并不重视电信的发展，但由于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用电报，

电话和无线电传递信患，省事节时，不仅有利于统治者传达政令、巩固

统治客观上也利于经济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

民国1 7年(1 9 2 8年)，蒋介石眼见周西成在黔励精图治，而

且不服从他的调遣，即派当时驻扎湖北的四十三军军长李晓炎回黔，夺

取周西成的政权。周西成得知李晓炎率师长雷鸣九，杨汉永等部由川、

黔、鄂边境兵临贵州的铜仁沿河一带时，周西成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势

力，一边派王家烈率师铜仁一带抵抗，一边下令架设镇远至沿河电报线

路支线，经石阡、思南、是年六月成立思南县电报局、隶属贵州电政管

理局领导，辖线3 2 0里。’

民国时期的思南县电信通信，分地方电信和交通部昆明第五区所辖

思南县电报局。地方电信属事业性质，开支由地方财政支付，不营业也

不收费。专为地方政府服务，交通部所辖思南县电报局，办理电报业务，属

企业性质，自负盈亏。地方电信于1 9 5 3年1月1日合并到邮电局。
·R’



思南邮电机构设局7 7年，曾进行二次分设、三次合设。解放前历

经4 1年，电报局和邮政局的局房均属租用，无固定资产。解放后的3

6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邮电通信的发展，人民邮电事业

和各行各业一样发展很快，修建县局邮电大楼四楼一底，现浇板、钢筋

混泥土，总面积为l 6 1 6平方米，油机房四层楼6 7 9．4平方米，

原邮电楼三层3 4 7． 1 4平方米，从食堂库房有大小木房6栋，两个

小天井总面积为4 0 1．3 8平方米，河边宿舍209．9 2平方米，府后

街宿舍1 0 3 6．4平方米，城关四中坎下宿舍三栋总计8 1 8．3 2平

方米，各区邮电支局、所局房总计3 3 6 5．0 4平方米房屋固定资产

为2 00多万元。邮电通信设备不断更新，自办委办邮电机构达1 8处，+

自办委办汽车邮路6条，计3 2 o公里；乡村邮路5 4条，计2，6 7 o公

里，开通思南至铜仁长途载波电路两套6路，开通农村单路载波电话8

个区1 0套，|还有开通思南至铜缸电传电路电报打字机等通信设备。，形

成了一个城乡邮电通信网。群众用邮用电方便。驭通信设备固定资产_

项就达l 2 6万多元。思南邮电两局1 9 5 3年3月1日合并时有职工

3 2人，1 9 8 5年增为1 8 5人，是l 9 5 1年的5．7 8倍。，基本

建成了一支业务素质好的职工队伍，正不断地为党、政、军和人民群众

的通信作出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思南县邮+电大事记

洪武四年 辛亥 (1 3 7 1年)

思南府协济偏桥驿，镇远驿，清浪驿等3驿马馆银4 1 8 1两9钱

2分；马驴6 O匹。

嘉靖十九年 庚子 (1 5 4 O年)

思南府始设铺舍。郡南路设5铺，府辖各县、司均在各路设铺、计

l 5所。

顺治十六年。 已亥 (1 6 5 9年)

思南府境内设烽火台十五个。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1 8 9 5年)

思南府境内有南北两线邮道和龙泉至塘头邮道。
7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1 9 0 8年)

四月，思南设立一等邮务局、辖邮寄代办所9处。长途干线邮路4

条，。衍6 6 0华里。

民国元年 壬子 (1 9 1 2年)

由。等邮务局改设为三等邮局。

民国6年
。

丁己 (1 9 1 7)

由三等邮局改设为二等邮局。 ．

民国1 7年 戊辰 (1 9 2 8年)

6月，成立思南县电报局：

同年，由二等邮局改设为三等Z级邮局。

民国2 4年 乙亥 (1 9 3 5年)

·5，



1月4日，电报局与邮政局合并，电报局迁入邮政局。

1月5日，思南至遵义元号邮件。 i套计1 0件于湄潭被匪窃失。

4月3 0日，邮差杨清和私请替差拐逃邮件l 2件，邮转电报2

件，转口挂号1 0件，每件按1 0元赔款处理。

5月3 0日，邮局局长代德初向省局报告，煎茶溪，枫香湾两代办

所营业收入太差，两处商场肃条不堪，实不能开办小款汇票，鹦鹉溪信

柜每月售邮票伍角，只够每月酬金，也无改升代办所之可能，辖各乡场

因匪乱，日渐冷落。

6月，架通思南至印江县电话。

是年，邮政局改升为三等甲级邮局。

8月3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通令将思南邮政辖区六处邮寄代办所

名称改为邮政代办所。

I o月1 3日，设立大地方邮政信柜。 ，

同月，规定每处信柜每月酬金为3角5分。

1 1月“日，设立鹦鹉溪邮政信柜。

民国2 5年 丙子 (1 9 3 6年)

1月2日，设立龙塘、稳平、邵家桥、砚山坡、潮底邮政信柜。

同月2 1日，思南至遵义段邮路改为逐日昼夜班。

5月21日．，邮局局长代德初向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呈报印江县代办所

6个月营业收入情况，韭声称汇兑，包裹业务日渐发达，该地群众要求

代办所升为三等邮局。省局批示： “所报业务量与实际销售数字不符，

再查上报’’。

6月，邮电局分设为邮政局，电报局，电报局改名为电信局，迁住

永祥街(今解放街)8 1号。

11月I 1日，设立文家店、陈家沟、临江镇，永和镇邮政信柜。

·R ·



民国2 6年 丁丑 (1 9 3 7年)

5月26日，恢复德旺为邮政信柜。

民国2 8年 己卯 (1 9 3 9年)

8月1 0日，城乡电话所和三区(青岗坡)，四区(文家店)电话线

被匪特破坏。

民国2 9年 庚辰 (1 9 4 0年)

2月，架通思南至石阡电话线。

4月，贵州省无线电台第十二分台设于思南。

同年，三等甲级邮局改为二等乙级邮局。

民国3 0’年 辛已 (1 9。4 1年)

5月5日，架通思甫至秀山报话线。

l o月8日，遵义、镇远、秀山三线同杆入局工程施工，l2月底竣

工投产。

l 2月21日，思南至铜仁报话线路工程设计完成。

民国3 1年 壬午、 (1 9 4 2年)

4月，架通思南至德江县电话线。

l 2月1 4日，思南邮局局长郑汝霖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革退公职。

民国3 2年 癸未 (1 9 4 3年)

1月20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委派张长达任思南邮局局长。

．6月5日，川湘水陆联运处，承运铜秀思报话线路工程用料，从涪

陵运至秀山途中，因船只失事，损失铁线2 2圈，三股1．6钢绞线2圈

试1 0 6，汝R，

同月，思南电信局局长黄学恩派李润明到印江县筹备承办电信营业

所，电话线接在思秀线路上，安装电话单机一部。

·7，



8月l 2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任命思南邮政辖区各代办所主任名‘

单，印江县代办宋邦乐、石阡县代办杨德磷、德江县代办陈达荣’

1 2月，思南县政府城乡电话所恢复。

民国3 3年 甲申 (1 9 4 4年)

3月14日，贵州省政府委员会第l 0 2 6次会，议案通知为解决思

南县架设城乡电话经费问题。
、

4月27日，省局邮务视察员黄德辉驻思南邮局，负责湄潭、凤岗、

永兴、思南、石阡、岑巩、印江、江口、铜仁、松桃、沿河、德江、务

川邮务观察工作。

民国3 4年 乙酉 (1 9 4 5年)

2月，思南至镇远报话线被土匪破坏1 7 2杆公里。

民国3 5年 丙戊 (1 9 4 6年)

2月，架通塘头至鹤龄乡(今长林坝乡)电话线。

1 2月1日，架通鹤龄至免文乡(今文家店)电话线。．

同月22日，架通允文乡至永安乡(今瓮溪乡)电话线。

是年，上级核准电信局为三等乙级电信局。

民国3 7年 戊子 (1 9 4 8年)

1月，架通思南至天山乡(今宽坪乡)电话线。

2月，架通思南至四维乡(今许家坝)电话线。 ．’

5月l 8日，思南电信局向昆明第五区呈报成立印江县电信代办

处，地址设在印江城记商号龚益商店。昆明第五区电信局业字第(4 0

2 3 9)号批复，於辰东正式开业，代办处负责人李春年。

7月1 2目，下午二时许、允文乡至永安乡电话(老兴坳至罗家坝一

段)被雷击断28根电杆。

8月1 2日，思南至印江，至塘头过河线被洪水冲坏。

·R‘



1 9 4 9年

儿月1 7日，思南解放时，旧电信局局址在城关永祥街8 1号(注：

系租用张大勋之房)。局房式样为四合院，有职．32 1 5人r旧邮政局局址

在新建街儿——12号，有职工12A．。

1 9 5 0年

4月，思南县人民政府接管思南县邮政局和思南县电信局。

1 9 5 1年

， 3月1目，电信、邮政两局合并，电信局迁入邮政局，成立思南县

邮电局。砖木结构平瓦房，面积约2 0 0平方公尺，有职工3 2人。

4月6目，邮电局对面失火，引起局房部份燃烧、烧毁部份档案资

料和财产。

7月1 o日，思南县邮电局工会成立。

1 2月下旬，建立鹦鹉溪、张家寨、许家坝、老兴场(今复兴区)、

塘头、大坝场、文家店，青岗坡等3个邮政代办所，沿江乡成立邮电交

换所。长途邮路4条，农村邮路l条。

1 9 5 3年

3月，、县政府电话室合并到邮电局。

lo月，塘头邮政代办所改设邮政营业处。

1 9 5 4年

4月1 3日’贵州省邮电管理局、长密字l 0 4号，撤销思南、德江

无线电台。德江电报改由思南有线接转，相关无线电台编号及呼号频率

也于4月20日停开。
r

1 9 5连年

2月3日，鹦鹉溪邮政代办所改设邮政营业处。

3月，在大河坝、东华、瓦窑嘴、板桥，孙家坝、’凉水井、宽坪0
·9‘



瓮溪、息乐溪等9个乡(镇)设立邮政代办所。 ．r“

4月l 5目，遵义局自办汽车邮路开通遵义至思南。

10月2日，鹦鹉溪、塘头邮政营业处改设邮政服务所。

11月1日，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核定思南邮电局为第六等局。

1 9 5 6年
。5

1月1日，张家寨、许家坝、合朋溪、大坝场、文家店5个邮政代

办所改设邮政服务所。 1，

5月25日，进行工资改革，本年调资人均增资7元5焦。

l 9 5 7年

1月9日，凉水井、瓦窑嘴、瓮溪3个邮政代办所改设邮电所。

2月20日，塘头邮电所升为邮电支局。

4月1日，思南县机要交通站并入邮电局成立机要通信组。

1_9 5 8年

6月，思南至铜仁开通TF c。单路载波机。

7月2日，’召开第一次局务会，有7人出席会议。

8月，在技术革新中利用收音机改成会议电话机9 5部，实现了县

到区(乡)会议电话化。

9月，铜仁地区邮电系统技术革新现场会在思南邮电局召开。

1 1月21日，思南县委同意塘头红旗人民公社建立公社邮电局。

同月，省局(58)通电字8l号批准，在塘头、鹦鹉溪、许家坝等变

局开办电报、长途电话业务。

1 2月25日，由贵州省思南船舶修造厂为邮电局造铁壳小快艇：≥、艘

(五匹马力)试航成功，因船只小不能担任运邮任务，不久报停。r

1 9 5 9年

1月，县以下分支机构下放到各人民公社管理。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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