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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王守民①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事业要与时俱进，修志需连续。编纂《石河子邮电志》

(1991"--,1998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第一届《石河子邮电志》于1998年10月通过评审。按照评审会提出的意见修改

定稿后，1999年6月出版发行。
· 第一届《石河子邮电志》上限从唐朝邮驿开始，下限至1990年止。1998年10月

召开《石河子邮电志》评审会时，全国邮电体制改革已决定邮政与电信要分营，无线寻

呼已先于1998年6月从邮电局剥离出去。随着邮电体制改革的进行，石河子市邮电

局的机构已不复存在。作为石河子市邮电局分营前的一届领导班子，要对《石河子邮

电志》下限的1990年后的1991"-'1998年的8年历史负责，不但要善始善终地完成邮

电分营中的各项工作，而且还要把石河子市邮电局1991一"1998年这一非凡阶段的光

辉历史载人史册。我们就是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和怀着对这8年历史的光荣感和自

豪感决定履行编纂《石河子邮电志))(1991"--'1998)的光荣任务的。

1991～1998年，石河子市邮电局在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和中国共产党农八师、石

河子市委员会、石河子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认真贯彻“统筹规划、条块结合、

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多渠道筹措通信建设资金，大胆举债走负债经营、建设

之路，全面加快石河子邮电通信建设步伐。本着坚持高起点，采用新技术和超前于石

河子市和农八师垦区经济发展的思路发展石河子的邮电事业。通过8年的努力拼搏，

．石河子市邮电局进入了通信建设规模最大，资金投入最多，通信能增长及业务发展最

快、社会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创造出全疆除乌鲁木齐市外各地、州、市邮

电局通信建设和业务发展的多项第一。这8年正是石河子市邮电事业大发展的时期，

邮电建设呈现出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发展态势。8年的辉煌，是石河子市邮电局全体

员工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8年岁月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间，但这8年建设、发

展的业绩是巨大的。这么光辉的历史时期，这么巨大的业绩，现在不趁当事人还在，工

作情况都记忆犹新的时候，不抓住邮电刚刚分营的有利时机，紧接着组织编纂《石河

①王守民：原石河子市邮电局局长，现石河子市电信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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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河子邮电志

子邮电志))(1991"-一1998)，等邮电分营以后的将来再编纂这八8年的史志，就会有诸

多困难。如果这一段历史因各种原因不能修志成书载于史册，我们不但有负于这一段

历史，而且有愧于在8年间团结奋进，顽强拼搏，取得一流成绩的石河子市邮电局的

广大职工。鉴于此，原石河子市邮电局党委决定在《石河子邮电志》定稿后，修志班子

不撤，人员不散，工作不断，并加以充实调整后，紧接着开始编纂《石河子邮电志》

(1991～1998)。《石河子邮电志》(1991--一1998)的编纂工作，是1991年初开始的。首

先组织修志人员集中收集史志资料，由于1991～1998年即在近期，档案材料齐全，当

事人都在身边，收集资料比较容易，但资料非常多，收集资料的工作量特别大。修志人

员集中了半年多时间，浏览了档案室1991～1998年的全部档案，借助现代办公用具

——复印机复印了500余万字的史志资料，又经筛选综合归纳编纂成《石河子邮电

志》(1991～1998)，初稿约60万字。修志人员均系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为了编纂《石

河子邮电志》(1991一--1998)克服年龄大身体弱的困难，辛勤耕耘数年，精雕细琢，数易

其稿，编纂成《石河子邮电志》(1991～1998)稿。他们辛勤劳动，奉献余热的精神，可敬

可贺。但因修志人员非专业修志人员，修志的业务知识匮乏，文字写作水平有限，经验

不足，志稿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及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石河子邮电志》(1991-～1998)的问世，是继《石河子邮电志》出版后石河子市邮

电局历史上又一件大事，特别是邮电局已决定分营为石河子市邮政局和石河子市电

信局(后又改为石河子市电信分公司)，石河子市邮电局的历史已经结束，把石河子邮

电局结束前的这一段光辉历史编纂成册，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是非常及时和

非常必要的。

希望分营后的石河子市邮政局、石河子市电信分公司、石河子市移动通信分公

司、石河子市电信实业公司继承石河子市邮电局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设现代化邮电通信事业，开

创通信企业更加灿烂的明天。

2001年12月28日



凡 例

一、《石河子邮电志》(1991"--1998)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

求准确、全面地反映石河子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历史全貌，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上限自1991年开始，下限至邮电分营的1998年末。

三、本志按章、节、且、子目的结构编写，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引用的数据、年份主要依据新疆邮电管理局的《邮电统计资料汇编》和《石河

子市邮电局人事、财务、邮电业务统计年报》，部分辅以口碑。按规定引文一般不注明

出处一
．

五、为节省文字，本志使用了约定俗成的简称，“自治区’’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兵团”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市’’指农八师、石河子市，“局"指石河子市邮电局。

六、石河子市邮电局邮电通信工作的记述范围，包括石河子市和农八师垦区。

七、所载内容以邮电建设、业务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及职工队伍建设等为主，只述

不评，力求存真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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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5日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来石河子邮电局视察时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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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右一)1995年8，1 5日来局

视察．并挥笔题词：“戈壁明珠邮电腾飞”j



1991年3月2日，邮电部经营财务司副司长刘金旺(前右一)一行在自治

区邮电管理局副局长高鸿庆陪同下来石河子邮电局视察。

1995年8月31日国家电信总局局长张立贵(前右二)在自治区邮电管理

局局长赵国玉陪同下来石河子邮电局视察。



领 号 关

1994年9月3日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商鸿庆(右三)率领慰问团在石

河子慰问光缆施工部队。

1998年5月29日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局长赵国玉(右三)来石河子邮电局

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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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10日，石河子市市长马荣(左三)来石河子邮电局视察。

1996年春节，农八师师长丁兴端(左二)来局慰问邮电职工。



▲F守民，1993年获得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待遇；1996年评为全国邮电通信企

业优秀管理工作者。

卜赵兰英．】995年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

V徐友备：1995年授予“新疆维吾

尔自治I夏劳动模范”称号。

V I：建忠：1996年授f“师『H劳动模

范”称哆；1997年邮电部授F“伞嘲邮政服

务先进标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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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移动通信机房。

右图为移动通信基建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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