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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的变迁

五十年代郑州电信局使用 七十年代郑『州市电信局

的人工有线电报机 二七路有线电报中心报房

八十年代郑州64路自动转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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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郑州长途电话中继台 1 956年郑州市二七路

电信大楼的长途台工作情况

八十年代郑州长途电活台

八十年代郑州长途

半自动电话接继台

九十年代郑州市电信局市

话交换设备集中监控中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会议电话

五十年代郑州市邮电局会议电话室

八十年代河南省邮电管理局电话会议室

1 998年郑州电视电话会议室



市话交换

七十年代纵横制机房 1 956年郑州市首先安装步

进制市内电活交换机，打破河

南无市内自动电话的历史

1 998年郑州本地网网

管交换维护中心



电信服务

五十年代市话测量台

1 998年代郑州市电信局用户投诉中心

七十年代一一八十年代末知州市1 1 4查号台



多媒体数字数据业务

1 998年郑州市电信局新业务演示厅

1|998年郑州市电信局多媒体局网管中心机房

998年郑州“商都信息港”网吧



邮电分营
邮电历史上的一次盛会

1 998年1月6日，全
省市地邮电局长会议在郑
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中
共中央委员、省长马忠臣，
中共中央委员、邮电部部
长吴基传及省人大、省政

协、部邮总、部电总等领导
出席会议。大会由省局局
长楚俊国主持，李长春、马
忠臣、吴基传等领导对河
南邮电通信的发鼹做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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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濮阳市邮电简史

濮阳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上古时期，这里是“五帝”之一颛项及其部族的活动中心，有“颛顼

遗都”之称。濮阳夏代叫昆吾国，春秋时期是卫国的都城。孔子周

游列国十四年，十年居卫。战国时期因城址位于“濮水之阳”，始更

名为濮阳。宋代称澶州，金代称开州。这里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市

商繁荣、农事发达的地方。濮阳人杰地灵，曾荟萃过“造字圣人”仓

颉，兵家之祖吴起，政治家商鞅，天文学家僧一行，唐末农民起义领

袖王仙芝等历史名人。1927年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

心区；篇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濮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出现了可喜局面。

濮阳市邮电局，是豫东北地区邮电通信枢纽和京九广国家一

级干线的传输中心，对中原油田、中原化肥厂、中原乙烯等国家大

型企业及邻近省交界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黄河防汛起着重

要作用。

濮阳市邮电局1996年辖濮阳、清丰、南乐、范县、台前5个县

邮电局128个支局所，其中自办局所92个，代办所36个；信箱、信

筒325个。邮电干部职工总数1498人，服务面积4266平方公里．

服务人口330万人。每个局、所平均服务面积为34平方公里，服

务人口2．62万人。

．濮阳邮驿通信溯源

濮阳的邮驿历史渊源流长。早在举火为信、击鼓传声的古代，

濮阳一些地方就建造了烽火台，用以传递军事信息和其它重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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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唐、宋时，濮阳设有不少驿站，其中较著名的有青丘驿(在今濮

阳县城东南)。元代改驿站为“站赤”。范县的濮城镇，当时为濮

州，管辖范县和今属山东省的鄄城、临清、观城、朝城。今属河北省

的馆陶等6县，当时有驿站2处，马146匹、船100只、驴90头。明

英宋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开州(今濮阳县城)设急递总铺，辖

白仓铺、子岸铺、庆祖铺、沙固堆铺、杨村铺、山木村铺和井店铺。

清代的通信分铺传、驿传两种，铺传由铺夫徒步传递一般书信，驿

传主要以马代步，传送主要公文。光绪年间，清丰、南乐、范县分别

设有邮政代办所。濮阳县的邮政，原由法国传教土创办，开始设在

今濮阳县城关镇东街天主教堂内。1911年改建为濮阳县邮政局，

迁到今城关镇三义庙街路北，初办时设局长1人，帮办2人，步行

肩挑，北至清丰，东至濮州，西至滑县。同治年间，私商赵晓波创办

南乐县民信局，后改称中华邮政局。清朝末年的大清邮政在各县

的业务主营平信、挂号、汇兑，平信每5钱、邮资纹银2分，当时的

邮政投递范围小，业务单纯，交通工具落后。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于1912年1月1日

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濮阳地区各县逐步建立了邮政机构，

1919年濮阳县邮政局恢复，1920年范县邮政局恢复，范县邮政局

地址在城镇(今莘县古城)北街路西，业务范围是信函、包裹、汇兑。

1935年6月，范县邮政局罗楼、大清潭、陆集代办所建立，也办理

民信、汇兑和包裹挂号。

濮阳的电信事业起自于本世纪三十年代。1924年，清丰县开

设电话管理所。1931年范县首次架设县内电话线，同年始办电话

业务，并建立了电报河工公电分局，为今濮阳市境内较早的电报机

构。1937年辅设范县濮城至山东鄄城的河底电缆。次年成立范

县电话局。建国前夕，今濮阳所属各县均成立了电话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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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西至京汉

铁路，南跨陇海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至石德铁路的广大平原，是

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是联系华中、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地区的

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心地区就是现濮阳市所辖地区。冀鲁

豫的交通邮政是随着党组织及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

的。
’

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1月，已是共产党员的刘大风，受组织

的委托，回老家南乐佛善村发展党员、建立中共佛善支部，开展党

的活动。同年10月，根据省委的指示，在濮阳县千口村建立中共

濮阳县委员会，刘大风任书记，县委负责濮阳、清丰、南乐、大名等

县党的工作，创办了县委的秘密刊物《白杨书礼》，用以指导革命活

动。县委在南乐杏园村建立了秘密通信处，通信处下设秘密交通

站，其任务是负责各县党组织间的通信联络、信息传递、传送文件、

搜集情报、护送过往人员等，此秘密交通站就是濮阳人民邮政的前

身。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北六局发出第18号通知，明确要求建

立交通站，发行网、配备党报通讯员，从特委到支部要成为统一的

系统，经常将党的刊物、文件传到各党支部中去，将群众的生活与

斗争情况反映到党报上来。1931年到1937年上半年，在冀鲁豫发

生的许多重大的革命事件中，交通工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各

级党组织对交通工作非常重视，明确交通工作是党的生命攸关的

大事，不少领导人兼任交通联络工作，不少党内交通的联系人、接

头人、往往就是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人、介绍人。

抗战前冀鲁豫党内交通是分散而不统一的，只许采取单线纵

向联系，组织纪律十分严格。交通工作的同志们除千方百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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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联络、传递文件、宣传品外，随时宣传革命和参加战斗。抗战

前的交通摸索出的一套经验，为后来的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

建国后的人民邮政莫定了基础。

1932年。刘宴春在濮县(今属范县)建立彭楼、木靳党支部，隶

属于濮阳中心县委领导。1933年南乐县孙村建立党支部。这些

党组织建立后即有交通委员负责党内联络。南乐县孙村党支部建

立后遂建地下交通站，直南特委派李坤以教学为掩护任站长，负责

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系，1935年范县工委建立后。由工委交通委员

丁汉三(1900--1977年)任交通站长，丁汉三送情报行走如飞，日行

150多里，有丁铁腿、草上飞雅称，交通员还有王心廉，负责与驻濮

县古云集、徐庄的冀鲁豫特委书记黎玉、刘宴春的交通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相继侵占了濮阳县、清丰

县、南乐县的大部城镇和农村，使交通中断，中共建立冀鲁豫边区

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政府、群众团体、抗El武装组织相继建立了地

下交通线，范县、濮阳县、寿张县(今台前县)是冀鲁豫抗日中心区。

各县建有交通科，后改称交通局，负责党政军内公文、报刊的传递

和干部的护送。1938年夏，八路军办事处及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

等机构相继迁入濮阳城内，迅速建立起交通站，在通往各地县的交

通线上。约10里设一交通站，每站有3个交通员，每个交通员每月

发给30斤小米或适当的补助。1938年3月，寿张县委交通站建

立。站长由县委交通委员贾秀伦兼任，濮阳县交通站由县委委员孙

和轩兼任。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6月在清丰县城建立，不久迁往

濮阳县城与国民党专员丁树本搞统战关系，建立了与豫北地区的

地下交通联系。 ．

1940年范县、寿张县、濮县交通站改称交通支站，县以下设区

分站。范县交通支站站长向修武，濮阳县支站长库瑞馨等，有封

发、交通员10多人。濮阳支站设在滑县境内赵营，负责与滑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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