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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报房荣获全区“三优一创”竞锯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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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丰县邮电修志，唯适逢盛世，方可为之，且是前无古人的第一次。作为邮

电人，谁不为之欢欣雀跃，谁不为之自豪和骄傲!<宜丰县邮电志>的编纂出版，

是宜丰邮电史上一件大事，值得庆贺o
。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o<宜丰县邮电志>以其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涵，较

为全面地记述和反映了古今宜丰邮电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15年来邮电

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o(宜丰县邮电志》的出版发行，是对广大职工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和发展业务、指导实践的工具书。它

对于邮电职工队伍树立爱岗、爱局的敬业精神，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培养造

就一支“四有”邮电职工队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前，由于经济落后、政局不稳和战事频繁等多方面原因，邮电通信发展

十分缓慢。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上级邮电部门和地方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宜丰邮电通信事业飞速发展，综合通信能力不断增强。“交换

程控化，传输数字化”已经实现，移动通信、无线寻呼、分组交换等高新通信手

段也被人民群众所采用，过去那种“手提肩扛扁担挑”的邮政运输方式已被汽车

运输等新的运输方式所取代，包裹收寄、信函盖戳、邮政储蓄、报刊要数都基本

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微机化。通信事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邮电通信事业还将继续发展，我们将满怀信心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展望未

来，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上级邮电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总结前人的

历史经验，结合当今邮电发展的实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努力开创宜丰邮电

通信事业的新局面，为宜丰邮电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宜丰县邮电志>谱写

新的篇章。

宜丰县邮 电局局长 徐妙发

中共宜丰县邮电局支部委员会书记 杨水芽

1995年11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宜丰县邮

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上限始于宋代，下限止于1993年12月31日。鉴于志书

脱稿期适逢1995年底，而1994年、1995年正值宜丰邮电事业历史上变化最大的

时期，故在某些章节中将下限延至1995年底。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根据内容相近类

目和不同类目，设立章、节、目三个层次，依时间为序，宜横则横，宜纵则纵，

以不断线、不缺项为原则，全志正文共7章41节55目。概述、大事记、附录不

设章节。

三、历史纪年从民国开始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志书凡谓

“某某年代”，如未冠某世纪，则均指20世纪，志书所称“建国后”，指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解放后”则特指1949年7月15日宜丰县

全境解放之后，“建国前”通指1912年至1949年9月。

四、本志行文一律采用现行规范化汉字，计量单位则依当时使用习惯而用

之。年代、统计数字均为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主要资料来源于宜丰县史志办，宜丰档案局，宜丰邮电局的史志档

案和特约资料以及《宜春地区邮电志>、座谈记录等提供的有关史实。如两种资

料互有出入时，经核证后，酌情取一说。

六、本志所谓“县局”通指“宜丰县邮电局”；“省局”通指“江西省邮电管

理局”；地区局通指“宜春地区邮电局”。其他较长称谓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

称，其后出现时多采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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