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事人民要密国跑方惠盛书

爵莲圆繁鄙遂意

丹江口审泡方惠办公耋

爵江口市邮电局



丹江邮电大楼



邮
电
；

·局长、党总支书记刘玉印

q局领导班子，自左至

右：通信服务科科长王玉富、

副局长王强、局长刘玉印、副

局长肖咬齐、工会主席陈智

举、主任工程师赵建江。

Pr．j

蓑，

零一暖



邮政营业台席

邮政分拣封发

邮政投递处理



＼／。数字程控电话机房

>程控机房值班室

电信营业台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痒

盛世修志，众星捧月。编纂《丹江口市邮电志》，历尽艰辛、经

过编纂人员数载辛勤笔耕，终于志成功就，这对丹江邮电系统乃至

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

义，值得庆贺。

丹江口市古称武当县、均州。自秦置武当县始，已有二千多年

的建制历史。丹江口市邮电始于清康熙十二年(1674)年，先后经

历了铺递、汛塘、驿站等机构更迭的演变，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

年)，均州城关邮政代办所成立，正式开办邮政业务。民国四年

(1915年)代办所升为邮政局，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称谓。民国

以前，邮政、电信传递手段非常落后，人工操作、设施简陋、且通信

网点少，严重地制约了本地的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邮电事业

迅猛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丹江邮电人积极贯

彻“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以及“国家、地方、集

体、个人四者一起上”的方针，进一步强化“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思

想教育，坚持“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电服务八字方针，加大

科技投人，大胆负债经营，使邮电网点遍布城乡，通信手段也十分

先进，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步伐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

丹江邮电通信的落后面貌，使邮电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为地方的

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丹江邮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凸现了丹江口市的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她极力为丹江这片热土披红挂绿，刻意装点，使其更显妖

娆。



昔年盗匪出没地，今朝商贾埠游区。

“沙陀国”中耸新宇，“明珠城”内“大哥”立乞。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98年10月30日，丹江口市邮电局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撤

销建制)，新的“丹江口市邮政局”、“丹江口市电信局”宣告成立，挂

牌运营。

祝新的邮、电体制健康运行，兴旺发达。

编修《丹江口市邮电志》，所记史实，正本清源、不饰非、不溢

美、实事求是地展现了邮电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起到资治、

教化、交流的作用。敬请阅读《丹江口市邮电志》，弄清我们丹江邮

电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程，了解前辈们脚踏实地、披荆斩棘建

设邮电的艰难足迹，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少走弯路，

为社会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使我们成为无愧于社会主义伟大时

代的邮电人。

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丹江口市志办、新闻出版局行家们的

精心指导与热情帮助和邮电老领导、老同志的积极支持，以及相关

人员的通力协作，仅在此，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

谢!

孙岬
l J

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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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丹江口市邮电志》着重记述丹江口市(原均县)境内邮电

通信事业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并重点突出地方特色。

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述邮电历史与现状。

三、志限 本志上限清康熙十二年(1674年)，下限一般断至

1995年12月，概述、大事记断限至1998年10月。

四、体例 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为横排纵写，章节体。

设概述、大事记和机构沿革、邮政、电信、企业管理、人物荣誉共五

章二十节及附录、附表、图等。以志为主，述、记、图、表、录并用。

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其它章节均采用记叙文体。

五、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国号记年，其

后用括号加注公元年号。1949年10月1日以后采用公元记年。

文中写有“建国前、后”处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地名、称谓 本着历史史实，一律采用当时的名称，必要

时用括号加注现在的地名或名称。有关人员名录，均以机构成立

或任职先后为序。在名称称谓上，为简便起见，首次使用时写全

称，再次使用时写标准简称，如“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简写“省局”或

“省管局”，其他亦然。

七、有关数据 一律摘自相关统计报表。统计数字用阿拉

伯数字。对习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或成语中的数字及专门名称，

一般采用汉字。

八、度量衡单位 一律采用各历史时期当时使用的计算单

位。



九、人物生不立传、正面为主。

十、本志取材 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志、档案。现代部

分，主要录自相关档案资料、统计报表、会议记录、文件和口碑资

料。为节省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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