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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华北解放区交通自在政史料汇编》全套 14 卷丛书，是摄

据中共中央有关征集、编写党史、革命史、史志的指示精神，

在邮电部领导和统一部署下，经过广泛征集史料，查阅有关

档案、历史文献、文件及报刊资料等，进行核实审定 z 同时又

得到老交通、老同志们的热诚支持，经过广泛座谈和回忆，

认真筛选、去芜取精、几易其穗，编寨成书。它实事求是地记

述了华北抗 5 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交通部政工作在中嚣共

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排除万难、英勇战斗保证完成任

务的史实。从交通部政这个锄面，攘克历史全貌，起到存史、

育人的作窍。同时为撰写党史、革命史、史志提供华北交通

邮政的史料。这是原华北交通酶政工作的老同志们多年来

共同的愿望，也是华北交通邮政又是苦创业者义不容辞的JJj

史责任。

中共中央历来十分重视交通邮政工作。在建党之初，就

有不少领导同志和优秀党员，在白色瑟悻中，精心筹划，部

建了党内交通。早在 1925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党内

交逼问题通告》指出"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

上的血路，蛊脉之蔬滞影响于人的生死。 "1943 年中共中央

北方局颁布的交通工作条例中萌确指出"交通科工作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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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其本身是秘密工作部门之

一。""交遥工作任何党前工作部门都与之有联系，否则各部

门即不能捷工作决议、指示顺利下达，报告材料迅速反映

……在吉普又与敌的情报等社会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因此，

交通工作又是带有社会工作性冀的工作"。这就进一步肯定

了交通邮政的性贵、地位和作用。 1948 年，毛泽东主席为邮

电报题名产人民部电"。 1940 年，建恩来为国共通邮题词

"传部万里，国臆所系"。这是中央领导对交通邮政的希望与

指示，为此，各级党组织始终注意加强交通邮政工作，选拔

忠实可靠、坚定沉着、扭动灵活、有社会经挂的干部、党员到

交通邮政部门工作。回瞟华北交通邮政战线上的同志们，没

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们不怕瑕璀困苦、不怕流血牺

牲，百折不挠地完成了任务。

华北解放区的交遥邮政，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震商

逐步建立的。 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吕本帝国主义

者挑起了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华北广大地区，对 E本侵略者展开了弥

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开辟建立了敌后抗司接据地一一晋察

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包括原河北、山西、察

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及山东、河南的一部分、还有江苏、安

徽、辽宁少部分县)成为插入日本侵略者心挂的一把尖刀。

八年抗战，各边区人民不怕斑血牺牲，毁家纤难，英勇杀敌，

取得了抗5 战争的胜利。 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停

战楼定，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华立解放区人员与

全盟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昌卫反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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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规模的解放战争。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号

称 800 万的蒋军，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人民得解放。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雷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

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

分，华北地区的交通邮政工作与革命报据地其他工作一样，

从全局出发，紧密配合，有着长期不要强敌、艰苦斗争的历

程。

拭目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闰 0937-1948 年) ，晋察冀、

晋冀鲁豫、晋绥三个边区，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三个独立

区。晋察冀边区于 1938 年 1 月正式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

员会，晋冀鲁豫边区于 1940 年 8 月成立冀太联合办事处，

即政权组织， 1941 年 9 月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绥地

区，抗战如期为八路军一二Og市驻防地，自党领导的晋察绥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时政极组织)负责拉吕战争的动员、

组织和领导工作。当时这个地区情况特殊，阎锡山拥兵割

据，重兵在握，为所欲为。 1939 年冬，题锡山公开反共，发动

"十二月事变"，经过军事较量，离锡山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

进攻被银底粉碎。 1940 年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晋绥边匹，

成立晋绥行政公署。 1947 年冬，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华北

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 1948 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统一的华

北区，建立了中共中央华立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三

个边区建髓先后撤销。华北邮政总局也于 1948 年 8 另在石

家庄成立。

华北交通邮政的组织机构，在抗战初期一般是在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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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或抗击民主政商设立交通就梅，分别执行任务，没有建

立统一的交通邮政领导机构，也没有隶属关系，组织分散，

业务上没有统→管理。它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准确、迅速传

送党的指示、文件、报刊等，必要时进行口头传达。还要接待

来往执行任务和进行联络的同志，安排他们的食宿，并护送

他的秘蜜通过敌人的封锁线4 中央领导如刘少奇、邓小平、

陈毅、徐向前、朱瑞、陈先、肖华等都曾自交通员引路护送安

全到达吕的地。交通员还担负着传送靖报、运送军用物资的

任务。他{门在工作需要时义无返腰投入战斗，取得了不少战

果。至于雪严寒、顶酷暑，持腹坚持完成任务的事迹，则在各

地主要见不鲜。以后，抗日摄据地逐步巩噩与扩大，从边区到

各县相应建立了交通邮政机构，建立业务制度，加强交通网

络的建设，逐步实现统一管理。 1944 年 10 月，晋察冀边区.

在河北阜平建立了边远交通总属，下辖冀晋、冀察、冀中、冀

热辽 4 个行署区， 1945 年改建为边区邮政管理局 ;1941 年

晋冀鲁豫边区在河南涉甚成立了边区交通总局，下辖太行、

太岳、冀南、冀鲁豫 4 个行署区，同年晋绥边区也成立了交

通总局，下辖吕梁、绥蒙等区。 1946 年春，晋冀鲁豫和晋绥

分别攻建为边区邮务管理总局和邮政管理局。各区逐步实

现垂直领导，业务上统一管理，经济上猿立核算，建立、健全

了邮政通信网络。

B本投薛后，为了适应和于建设的需要，各边区及时将

战时交通组织转变并健全为部政组织系统，实行企业化经

营，全雷发行部票，实行有偿使用邮政，在为党政军板关服

务为主的同时，也面向社会为群众通信服务。由党政交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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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人民邮政，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f亘是，由于蒋介石发

动全面内战，解放区的邮政实际上又成为战时邮政。在解放

战争初期，国民党部队骄横跋崖，自诗有美式现代化武器，

猖狂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窍心楼力进行吉卫反击，不

少地区反复进行"拉锯"争夺，影势严竣，战斗残酷，通信联

络工作十分混苦。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军

队大踏步前进，解放区迅速扩大。为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要

求，有力地支援战争，各边区组织了军事邮政及支前部局，

担负着前后方的通信联系，军队打到那里，军部、支盲tr JIJ~政

就逼到那里，地方邮政与军邮密切配合，保证了战时通信任

务的完成。

1948一1949 年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大城市相继解

放，人民部政进有了全面的接管工作。在接管过程中，严格

执行城市政策，改造中华部攻，团结广大的中华邮政人员，

迅速恢复通信，并准备全国通酶，为建立全国人民邮政剖造

了条件。

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华北交通部攻战线的同

志的，在战争年代发扬了党的地下交道和苏这邮政的光荣

传统，出色地完成了党的适信和支援战争的任务。在对敌斗

争中创造了许多信岳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如武装交

通队，昼我夜出，大智大勇，神出鬼没地越过敌人封锁线 z有

.紧急任务必须吉天过路时，值们乔装打扮，就智勇敢地通过

敌人关卡 z军部跟随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始终保持了前后方

的通信联系 z各地邮政为配合地方开霹新区，通信先行成为

党的耳吕;以及遇击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 ，都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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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联系不断。逼向敌占的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党的秘

密交通，机智勇敢，以合法身份或利用内线关系，蒙混敌人

的盘查和特务跟踪，一次又一次地胜利完成党的通信联系

和护送于部的任务，在配合城市工作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交通邮政人员为党前事业，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在执行通信任务

中全华北有 858 名通信战士敷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少的窍

志是在与敌人战斗中牺牲的，如北岳lR阜平县搂房交通站

被 E军包圈，突围战斗中 7 人牺牲。冀中区津南邮局在大庄

子被敌包围，坚持战斗 13 天，最后 10 人牺牲。太岳区平遥

交通属梁奔前在敌人"捏荡"时因销毁文件耽误，未能脱身

商被捕，敌人居尽各种酷刑和利诱，她守口如瓶不?世露一点

机密。最后高呼抗司和革命口号英勇就义。冀中区交通站

望在小混不幸搜捕，敌人残酷JflJ审，他铁骨铮铮，自然自主立，吉

对凶恶的敌人豪迈地说"要命有一条，其他不知道"冀鲁

豫区平汉路上磁甚秘密交通站万天瑞以开店作掩护担任过

路的交通联络，不幸被捕，坚决不暴露机密，视死如归，高呼

E号而壮烈牺柱。交通邮政战线上牺牲的黯士们，不愧是中

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女，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

今天，我们自也过去的这段历史，有责任也有必要把八

年就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交通邮政方面的斗争历史加以整

理，编寨或书，以献给参加过这一伟大斗争的同志及人民群

众，并慰藉千百万革命烈士的英灵!

历史证明了党的交通与战时邮政，是党的工作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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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哪里有党的工作，哪里就有党的交通。历史的经验值得

汲敦，邓小平同志说，要培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也就是

要向青年和人民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

党史的教育。因此，我们编写《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

编》是为了总结过去，西南现在，W向未来，以历史服务于现

实。

《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是按照抗日截争与

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和当时的行政区划建制，部以边区、仔署

区为单位进行编写，共计十四卷。即:晋察冀边区、北岳区、

冀中区、冀东这、冀热察区、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太岳区、

冀南区、冀鲁豫区、晋绥边区、华北区、华北军郎、华北邮票

史。

《华北解放区交通部政史料汇编》的编写、是遵循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写史要真实的原则。不溢美，不掩过，

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历史资料力求"存真求实"。在

编写过程中，同志的确有"下笔千斤"之惑，从始至终，兢兢

业业，患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少同志不辞劳苦带病坚持工

作。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而今又年代久远，虽经到j处查

阅历史档案〈约二千多万字〉资料难免有阙如 s虽经数百位

老交通、老同志的回忆核对难免不准，但对重大问题、重大

情节力求核实清楚，凡囡条件所段，目前仍难以弄清的，那

加L2J说畴。

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不灵就意味着失败。今日之

邮电通信更牵系着国之命脉，民之生计。我们希望这套丛书

能为当前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勇志们，特别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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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战线上的同志们提供借鉴，能为研究交通邮政史的同

志在3提供史料，能给人的以继续前进的力量。今天，我的进

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现代化部电建设，所面

榕的新问题，很难在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我

们要以史为鉴，成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斗争实践中，推动人民邮电事业的发

展!"

成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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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采用编年

JI民时，结合纪事本末的编写体例。土 ~R始于 1937 年

7 丹 7 日，下限止于 1949 年 10 月 1 B 。本书所述交

-通是指通讯联络、信息传递之交通，雨不是泛指交

通运输等。

二、《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是一部丛

书，共 14 卷，按拭 B 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行政区

划编寨成晋察冀、 ~L岳、冀中、冀东、冀热察、晋冀鲁

豫、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晋绥、华北等 12 卷;

另有《华北军部卷》及《华北邮票史》共 14 卷。

三、本基书除《华北邮票史》升，各卷编篡的内

容有:概述、大事记、组织沿革、文献与文件选编、专

题史料、英烈事迹及回忆录等。卷苦有领导同志的

题词、总序、前言(或特约文章〉、行政区划图。

吕、边区卷及所属区卷内容遇有交叉之处，以

本区卷为主 z属边区活动为主的史实，则以边 Z 卷

为主;其所暑lR内容交叉处别需略提及 dtp !;二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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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活动为主的，边区卷则简略提及。

五、行政区划图按当时这划范围，并参照地图

击旅社由放的中雪地望绘制。因战争形势区划时有

变动的期选一代表时期的区域绘制，并记明时间、

县制及名称，以当时为准。

六、书中使串的度量衡、统计数字，从当时当地

习'憬。

七、书中使用的术语、名称、名词以当时政府及

有关管理机关审定的为准，未有统一审定的从习

'费。
八、年号一律属公历。

九、书中注椅子文后。

十、选登、摘录档案文献、文件时，遇有字远不

清，难以辨认的采后口符号。如有 3 千字不清则用

"口口口"表示。明显的错别字，确有担握的编辑改

正后，不再加注;如无甚担握则在原错别字后面用

加括号注明。 f到如"直达装县"改为"直达潢(阳〉

县"。

十一、名录中的女性、少数民族加括号注明升，

勇性及汉族不再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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