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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值此国家繁荣昌盛之际，编修新

志，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办好这一事业，对促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福子孙后代，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

潮。剑阁邮电局于1984年3月，成立了《剑阁县邮电志》编纂小组，

开始了邮电志的资料搜集工作。但机构设立后，只上了一个人，走访

了几个月口碑资料，就偃旗息鼓了。嗣后，在编修新志的形势推动

下，于1 985年l 2月，又重新组织人员修志，经过1年“个月的资料收

集、整理、编写、至1 987年l o月，完成了《剑阁县邮电志》初稿，后

经两次修改，印刷问世。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走访了老职工，召开了退休职工座谈

会，到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省邮电管理局修志办公室、成

都市邮局、电信局修志办公室、剑阁县档案馆、本局档案室等，共查

阅历史档案资料770多卷，摘录、收集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44万余

字，为编纂《剑阁县邮电志》积累了大量素材。

编写邮电部门专志，无成例可循，我们采取向古人学习，向现代

同行学习的方法，集思广益，探索前进。

《剑阁县邮电志》系统记述了自1905年至1 985年剑阁县邮电通信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这期间，剑阁的邮电通信有分有合，变化多端。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邮电机构的设置不同，管理体系不同，企业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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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服务对象也不相同。如何把不同类目的专业统一于志书的篇幅之

中，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我们在篇目设计上，借鉴了古人修志的经

验，参阅了现代同行的著述，’结合剑阁邮电局的机构设置情况，采用

了邮电合写的方法，安排篇章结构。即：不以邮政、电信划分门类，

而是按机构‘局所、网路、业务、管理等项列章，于各章之内分专业
记述。

‘

：

、

顾名思义，《剑阁县邮电志》，是一部记述剑阁县邮电通信企蓝

的形成和演变的专业志书。在修志工作中，我们始终围绕邮电通信专

业取舍材料。在搜集资料’，材料剪裁等方面，都突出一个。专”字，

充分翔实地记述本行业的情况，力争写出本行业的特点，在反映行业7

特点中，体现时代特点和地理特点。
‘1

-‘《剑阁县邮电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

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

实事求是的作风。搜集、鉴别、整理和使用资料，概从实际出发，如1

实地记述剑阁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记述历史重大问题，则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鉴于编修人员水平有限，缺乏修志经验，加之成书时问仓促，漏

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教。

《剑阁县邮电志》编纂组

1987年lo月25日



序 言

《剑阁县邮电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党中央编修新地方志的号召

下，，在剑阁县委和县府的统一安排下，于1985年12月开始修志，经编

修人员近两年的辛勤劳动，至1 987年1 o月完成了初稿，后经两次修

改，终于成志，填补了剑阁邮电史志上的一大空白，是剑阁邮电企业

的第一部志书。

追溯历史，剑阁设置通信机构，源远流长。从古代的烽火台，驿

站、铺递，到近代的邮局、电报局、电信局、乡村电话管理所和现

代的邮电局，构成了剑阁县的邮电通信发展史。《剑阁县邮电志》坚

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修志原则，用准确地史料，翔实地、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这一发展过程。为振兴剑阁邮电通信事业，提供了有益的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对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份很好的乡土教材。全志按专业特

点，谋篇列章，资料丰厚，内容全面，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剑阁县邮电志》共12章42节，95000余字。记述了自1 905年至

1 985年剑阁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其间，经历了大清邮政、中华邮

政、人民邮电三个发展阶段。通信设备，从无到有，传递信息能力，

由弱到强，开办业务项目，逐步增多。尤其是，在人民邮电时期，党

和政府加强了邮电通信建设，陆续更新设备，培养造就了一支政治素

质、文化业技素质较高的邮电职工队伍，坚持“迅速、准确、安全、

方便”的服务方针，使邮电通信业务发展很快，业务操作逐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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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志书以大量的史料，真实地记述了这三个发展阶
段的历史面貌。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阅读《剑阁县邮电志》，

对我们了解剑阁邮电通信的枯荣和发展规律颇有帮助。

在修志过程中，编修人员在剑阁县志办和剑阁县邮电局编纂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刻苦学习，深入调查，大胆实践，-W出了《剑阁县邮

电志》。在这里，我向为编修《剑阁县邮电志》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工

作人员和关心、支持编修《剑阁县邮电志》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

感谢!但因资料缺乏，修志经验不足，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剑阁县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梁元信

1 988年3月30日



凡 例

一、《剑阁县邮电志》，记叙了自l 905年至I 985年的剑阁邮电通

信发展史，用志、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如实记叙史实，

并适当地追述了古代邮驿。

二、《剑阁县邮电志》，采用了记事本末体的记叙方法，横排纵

述各项业务的开办情况和剑阁邮电通信之发展规律。

三、《剑阁县邮电志》按章、节、目顺序排列。全志分l 2章，42

节，95000余字。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较为详细地记叙

了新中国建立三十六年来剑阁邮电通信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四、志书所列数据，来源于四川省邮电管理局编辑的《统计资料

汇编》和本局的统计年报。

五、志书涉及到的计费金额，一律以当时发行的货币为准。

六、《剑阁县邮电志》采用公元纪年，适当加注历史纪年，以供

查考．



概 述

剑阁地当』II陕交通要冲，川陕公路沿城而过，上通广元进入陕

西，下连梓潼抵达成都，是古代秦蜀之间的重要通信干线。

早在战国中期，公元前3 1 6年，秦司马错伐蜀，开凿金牛道之

后， “秦蜀相通，大道邮驿更番，烽燧衔接”，剑阁古道就成了秦蜀

之间传递军情和公文的重要驿道，沿途开始了邮驿、烽烟台之设。县

辖武连驿，便是“自五丁凿山通道，而驿之名遂著”。到了唐代，从

都城长安(西安)经剑州(剑阁)至益州(成都)驿路，是西蜀与中原的重

要通信线路。武周圣历二年，“于方期驿城置剑门县”。“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剑门雄关，开始设邮置驿。元朝废县设驿，在州辖剑门、

武连两地设有驿承署衙。清康熙年间，在武连、柳沟、剑州、剑门设

马驿四站，在县内增设铺递36处。

大清邮政建立之后，现代邮政逐渐承担了官府文报递送的任务，

驿政废弛，空存形式，至民国元年(1 9 12)，剑阁的邮驿事务，全为

现代邮政所代替，驿丞署改为县佐署。

剑阁的邮驿通信，从创建至被裁，经历了2200多年，在勾通封建

王朝与地方府衙的通信联络上，曾起过很大作用。但它是封建统治阶

级的通信机构，专为封建政权传递军报、文牍，服务上层，不为人民

所用。封建王朝解体，邮驿也随之被裁。

剑阁的现代通信，经历了大清邮政，中华邮、电，人民邮电三个

发展时期，至1 985年底，整80年历史。

大清邮政时期，剑州(剑阁)只有邮政，没有电信，而邮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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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尚处初创阶段，只州城和武连驿两地设有邮务代办所。业务项目

少，经营范围狭小。

中华邮、电时期，剑阁开办了电信通信，先后设立了电报局、乡

村电话管理所、无线电台等电信通信机构，对外开放了电报、长途电

话业务。县城的军政单位，安装了电话单机，重点区、乡，架设了乡

村电话。全县的电信通信，已粗具长、市、农通信的雏型；邮政通信

较大清时期有所发展，各项业务次第开办，业务量陆续上升，一业务收

入逐渐增加，通信机构由代办所发展成三等局，继而升为二等局。并

沿着川陕交通线和剑阁至阆中要道，建立了一些邮政代办所和村镇信

柜。至l 949年(民国38年)，剑阁获得解放时，全县邮、电局、所拥

有15个(包括5个村镇信柜)，通信机构和网路具有一定规模。

中华邮、电时期，剑阁的邮、电通信，属官办资本主义性质。开

辟通信网路，以获利多少而定，哪里能多赚钱，就在哪里开辟通信网

路，”设立分支机构。广大农村和边远场镇，没有通信设置，人民群众

使用邮电通信难。

新中国建立后，剑阁的邮电通信，在中国共产党剑阁县委员会和

剑阁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中央邮电部的指示，进行邮电合并，

成立了剑阁县邮电局，统管全县的邮电通信。在经营方针上，‘坚持了

囊‘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政治方向。从1 95 1年起，先后整顿了区，乡通

信机构，在服务思想、组织管理、业务范围等方面，清除了中华邮、

电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使剑阁邮电通信，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通信需要。本着“保证党政通信，适应_q2农业生产，方便

人民群众”的原则，扩充机构，发展网路，逐步建成了以县局为中心，

以支局为枢纽的四通八达的农村邮电通信网。县城有邮电局，区镇

有邮电支局，乡场有邮电所或代办所，村、组有通信服务网点，基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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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学校和人民群众的通信需

要．局、所分布，遍及城乡，服务深度和广度，达到了空前水平。

随着局、所的增设，通信网路和通信设备相应增多，不断更新．

全县按行政区域组织和发展农村邮电通信，以各邮电支局为通信中心

，发展邮电网路，增添通信设备，进行街市线路电缆化建设。建成了

县到区、区到乡的农村邮电通信网，达到了村通邮路，乡通电话，解

决了人民群众使用邮电难的问题。全县绝大部份邮路，使用汽车、摩

托车、自行车运送邮件，邮运方式，由人工肩挑背措，逐步向机械化

迈进，极大地减轻了邮运工人的劳动强度。电信通信，经过细线改粗

线，单线改双线，同线改直达，木杆换水泥电杆，逐步实现了网路标准

化。通信设备更新，促进了通信方式的改进。电报通信，由人工发报，发

展成电传自动收发电报；长途电话，由报话双用线，发展成多路载波通

话；市内电话，从无到有，由架空明线，发展成地下管道电缆；农村电

话，实现了县到区、区到乡的双线直达化，中继线路载波化，县、

区、乡会议电话化。全县长、市、农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由人民政府

接管时的40门，增至l 985年的1 530门，较解放前增长38倍。电话单

机，由接管时的28部，增至l 985年的682部，较解放前增长24倍。固

定资产，由l 95 1年的l 23374元，上升到1 985年的2，55 8，242元，较建

国初期增长20．7倍。

局、所的增设，网路的发展，通信设备的更新，给剑阁邮电通信

事业带来了兴旺发达的景象。邮电业务量不断增大，业务收入成倍增

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剑阁的邮电通信，通过拨乱反正，进行了恢复性的整顿工

作，建立了生产岗位责任制，加强了企业的质量管理，使企业扭亏为

盈，逐渐摘掉了亏损帽子。六年来，除l 982年的业务收支略有亏损

．．3．



外，其余年间均稳步上升，年年盈利．邮电业务总量，由1951年的

40000多元，上升到1 985年的41 5，045元，较建国初期增长l 0．2倍，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增长1．8／t．邮电业务总收入，由I 951年

的40，3l 7元，上升到1 985年的599801元，较建国初期增长1 4．8／t，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增长4．5倍。

--- 剑阁的人民邮电通信，从1950年至1 985年，经历了短短的36年，

它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剑阁邮电通信史上是空前的。特别是，服务

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剑阁人民邮电所走

过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在发展业务和通信建设方面，曾出现过一些

偏差：刚接办报刊发行时，操之过急，发生过“硬行摊派”的错误；

大跃进时期，发展农村通信，急燥冒进，脱离实际；十年浩劫中，揪

斗了无辜，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追溯历史，展望未来。八十年代的剑阁邮电通信，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认真贯彻了改革、开

放、搞活的经营方针。在企业内部积极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工

资半浮动，改变了企业多年来“吃大锅饭"的弊端，使企业出现了生

机，增添了活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由亏损局跃为盈余局。全局邮

电职工，在企业不断深入改革之际，决心闯出新路子，为“四化”建

设提供现代化通信技术和通信手段，力争到本世纪末，实现邮电通信

能力和经济效益翻三番，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邮电通

信而拚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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