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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邮电大楼



山东省邮电工作

会议在邹城召开

前排左起胡立成、

师洪先、王修智、

马世忠、郑万升、

房立泉、刘建国

副局长陈庆瑞、邹

城市委书记房立

泉等领导视察程

控交换中心

(右四为马世忠)

山东省邮电管理

局郑万升局长到

平阳寺邮电支局

视察。

右为郑万升局长



营业厅一角

封发人员在工作

接车员在接发火车邮件



投递班出发

报务员在发报

话务员在工作



机线员查修线路

光端机房

油讥室



程控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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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员左起周伯银、

夏金亭、陈士贵

《邹城市邮电志》

编纂成员左起

冯庆俊、周伯银、

夏金亭、闫明俊、

盂光



序

修史编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的千秋大业。《邹城市邮电志》的编修是邹县邮电通信事业的一件大

事，是邹县邮电史上的首次重要文化建设工程。经过编纂人员的艰

苦努力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已问世，值得称颂。
’

我国通信史，源远流长，通信方式不断改进，殷商时期使用鼓

声，西周设有烽火，东周置有驿传，邹县于明代建置驿站和递铺，

1 904年开办邮政，1924年开办电报，1 930年开办电话，邹县战时邮

局于1 942年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战邮员工为完成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政、军、民通信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邹县邮电通信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发展迅速，基

本保证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邮电通信得到了飞速发展，通信能

力不断提高，为邹县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邹城市邮电志》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方针，本着略

古详今的原则，实事求是的记录了清末、民国至今的邹县邮电通信

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通信

变化，这对今后邮电通信建设，定会起到积极作用。

本志体例严谨、文风端正、内容-上T-富、资料翔实、条理清晰，比较

充分地体现了时代及地方特色。



在本志书问世之际，向志书编纂人员及对本志成书工作做出贡

献的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邹城市邮电局局长：陈士贵

1 992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明古详今，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使之成为邹县邮电通信事业的百科全书。

二、本志书，上自清末(1 904年)起，下迄1 988年止，凡85年。

为述及邹县邮电通信近况及历史全貌，某些篇章作适当追溯。并在

后记中，延述至1992年。

三、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偶尔也采用极少的通俗文言语

体来表述。

四、本志书结构上设篇、章、节、目四个级次，有的章下无节，节

下无目。目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表示。

五、本志书按照横排竖写的原则，力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六、本志书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加注历史纪年。

七、本志书所使用的地名、货币名、计量单位以当时称谓为准，

必要时加注现名。

八、本志书所取资料以档案记载为主，口碑为辅。所用各种数

据，多以本系统统计资料为准。

九、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并辅以照片、图表，较能翔实的记

取邮电史实。

十、本志书原定名为《邹县邮电志》，因邹县于1 992年10月撤

县设市为邹城市，因而本志书亦相应更名为《邹城市邮电志》，但志

内称谓仍为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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