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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富民县邮电志》，是为了了解和研究我县邮电发展的历史，发掘灿烂的邮电

史脉，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辉业绩，振奋民族的自强心和自豪感。教育、激励后代为我

县邮电事业的发展努力奋进，为振兴中华和推进邮电通信建设作贡献。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来倡导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修明，法

制日趋完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祖国El臻强大，实为建国以来之昌

盛时期。值此文明盛世，按照富民县人民政府的布置，在局党支部倾心支持和编纂小组

的共同努力下， 《富民县邮电志》于1988年5月开始编纂，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志

办、市志办的大力帮助、指导和各单位、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原在我局工作过的老领

导、老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初稿进行了充实、完善。

参加编纂的全体同志，满怀对党、对人民邮电事业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不辞劳

苦潜心纂写，终于用心血和汗水迎来了《富民县邮电志》的问世。

这部志书的产生，是我局建局以来的一件大事，是我局广大职工多年的夙愿。它将

为我局再展爱国主义教育，人民邮电优良传统教育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提供活生生的

教材。在此，谨对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感谢l

让我们珍惜这传世之作。

丁朝富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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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的目的在于把富民县邮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如实记述，为邮电事业

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旨在服务当代、惠及后人。

二、本志上限自有据史料起，下限至1987年，今别内容有所突破。

三、本志中“云南省邮电管理局"简称为“省局”， “富民县邮电局”简称为“富

民局”或“县局"。 ．

四、本志中所述“出口函件”、“出口包裹”、“出口汇票"、“出口机要"是指

富民局发往其它局的邮件， “进口”是指其他局发至富民局的邮件。

五、本志中所述“资费"，是邮电部和省局制订的邮政和电信各类业务的收费标

准。建国以来，各类资费曾作过多次调整，本志不再一一例举。

六、本志各类业务都列有逐年统计数据，附于各有关章节之后。

七、本志中人物一章所列人物，限于评为县级以上获得各种光荣称号或受县级以上

表彰的先进人物。

八、本志各项业务数据，依据《云南省邮电统计资料汇编》(1949至1975年)和本

局各类《年报》(1976至1987年)为准。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云南邮电史志通讯》、县档案馆文献，《富民县地名志》、《武

定邮电志》、本局档案室文件及本局离、退休、退职和在职人员提供经核实的

文字和口碑资料，、文内不再加注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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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富民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北，昆明市西北部，距昆明市34公里。东连寻甸闻族彝

族自治县和嵩明县，南接昆明市西山区，西邻禄丰县和武定县，北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

县隔河相望，为通往禄劝、武定、元谋的交通要道。全县总面积993平方公里。辖9个乡

镇，共计562个自然村，总人口为123，804人；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7717．6万元。

富民邮政通信迄今近90年的历史。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富民城内开设邮政代

办所，办理信函、包裹、小额汇款等业务，直至1950年6月5日，撤销代办所设立富民县邮

政局。1951年5月1日，富民县长途电话所与富民邮政局合并，改设富民县邮电局。

1969年12月，按中央邮电体制改革的指示，富民邮电局分设邮政局和电信局。19 73年6

月，中央决定调整邮电体制，9月1日，富民邮政和电信两局合并，恢复富民县邮电局。自

1956至1967年间，先后在款庄、者北、散旦、赤就、东村、大营设立支局所。现在，各

局所都办理国内国际信函、包裹、汇兑、快件、报刊发行、电报、长途电话和农村电话。

县局除办理上述业务外，还办理市内电话、会议电话、机要通信和集邮等。

初建邮政局时设局长1人，城镇投递1人，富一昆、富一武邮运员4人，邮运里程共

9l公里。1951年增加乡邮员1人，邮件投递到区。1952年，开始以役畜代替人背人挑，运

送富一昆、富一武邮件。现在，直接由省局邮车运送，全县城乡投递邮路有自行车班14

条，步班(山区半山区)12条，委办汽车邮运路2条，印模箱47含，投递邮路全长631公

里。在全县范围内设信箱60个，邮票代售处42处。

1950年6至12月，出口函件、包件、汇兑总计6758件，发行报纸4种162份，全县城乡

平均每人用邮O．12件，每百人有报纸0．28份。1987年，出口函件、包件、汇兑总计186，592

件，全县城乡平均每人用邮1．58件。报纸期发份数12，132份，平均每百人有报纸9．79份。

杂志期发份数9456份，平均每百人有杂志7．63份。

富民的电信通信事业迄今仅有56年的历史。1931年，云南全省电话局长途电话管理

处架通北区经富民至禄劝、武定的长途线路，县政府装有磁石话机，相继成立富民长途

电话所。1951年5月，长途电话所与邮政局合并后开始营业，并使用话传电报。1953年5

月，富民地方电信设备委托邮电局代管，区乡通话面达32．4％。1958年10月安装了单向

会议电话终端机。1960年首次安装三路载波机。1986年安装了电传机，结束了话传电报

的历史。1987年，农村电话县以下有交换点5处，容量290门。杆路总长266个杆公里(含

中继杆路60杆公里)，明线总长637对公里(含中继线条长160对公里)。各种电缆9．5皮

长公里。载波电话终端机6端。全县共装话机311部(含接入用户小交换机上及农话

市话的话机)。平均每百人占有话机0．24部，话机部数比1951年增长25倍。现有地方电

信固定资产原值合计716，138元，其中乡镇电话固定资产38万元。邮电局部属企业固定资

产1958年有24，657元。1987年有2i0，754元。

开局时仅有县局房屋212平方米，现在，全县7处局房建筑总面积达386 4．7l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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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能适应生产需要。

文革期间(1966--1976年)，邮电通信受到冲击，业务量及业务收入下降，一些行

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财务收支连年亏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邮电事业指明了方向。富民邮电通信进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为适应改革开放，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企

业全面整顿，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通信能力，加强经营管理，提高通信质量，

改善邮电服务为重点”。按照中央有关指示，邮电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

把企业的放权与扩权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从1984年起，富民局实行党政分

设，并推行党支部领导下的职工民主管理，局长行政指挥的管理体制，拟订了党、政、

工三个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在体制改革的基础上，1985年县局对各班、组、所实行经营

承包责任制，并签订承包合同。对投递用车和电信用车也实行了使用承包。第一次对线路

工程实行承包。由于体制和经营手段的改革，使企业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87年，全局完成业务总量202，047．28元，业务总收入194，288元，人均产值2661．48

元。与1978年相比，邮电务业总量增长415．8％，业务总收入增长424．7％。与1952年相

比，邮电业务总量增长20．6倍，其中出口函件增长10．1倍，出口包件增长2．3倍，出口汇

票增长13．2倍，报刊发行增长25．2倍，长途电话增长32．4倍。全县7处局所，平均每个

局所服务17，686人，9个边远民族乡均通邮通电。 、

1987年底，全局有职X．73人，其中男职T58人，女职工15入，共产党员15人，共青

团员7入。具有大专程度1人，中专3人，高中10人，初中40人，小学19人。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占职工总数的19％。

三十多年来，由于国民经济和邮电事业的发展，职工待遇得到不断的提高，1987

年，全局平均月工资83．1元，并按规定享受各种劳保待遇。

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整的不断深入，工农业产值的不断增长，富民邮电

事业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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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99—1987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富民县城内设邮政代办所，由私商金灿承办。

民国3年(1914)，罗炳建及其子罗文兴，其孙罗世英相继在县城后街经办邮政代

办所，直至民国36年(1947)交黄本忠代办。

民国20年(1931)，云南省长途电话管理处架设北路经富民到武定、禄劝的电话线

路，富民首次安装磁石话机。

民国23年(1934)，设者北信柜。富民邮政代办所和者北信柜同时隶属武定邮政局

(二等局)。

民国30年(1941)，在富民西城楼、平地、鸡街(原属武定)、乐在(原属寻甸)

设防空监视哨。

民国37年(1948)，富民邮政代办所划归昆明马街邮政局管辖。

1950年

2月，富民邮政代办所隶属武定邮电中心局管辖。

6月5 Et，撤销富民邮政代办所，成立富民县邮政局(三等乙级局)。

7月1日，根据省局“邮发合一”的指示，富民局开始办理收订报刊和代销书刊业

务。

同月，武定一昆明邮路邮运员4入划归富民局领导。

8月，邮政储金汇业决算，富民局储金汇业收入1，360，000元，损益帐l，160，278

元。

1951年

4月13日，架设昆明至武定电话线，分线引入富民局，富民局开放长话电报业务。

同月，成立者北二等邮政代办所，由私商曹廷法代办。

5月1日，长途电话所与邮政局合并，设立富民县邮电局。

12月，富民局装20F]交换机，用户12户，杆路62杆公里，架空明线76条公里。

同月，省局发给美式脚刹单车一辆，交城区投递员使用。

1952年

1月21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干部职工共9人参加运动

学习。

同月，成立富民县邮电局工会。

同月，武定专区土改在富民试点，架设由县到仓前的第一条土改电话线。为适应土

改的需要，全县三个区34个乡，二区(者北)装lo门交换机，一三区和11个乡装有话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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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县局贷款给邮运员范启芬、范芝彩、黄明亮、耿朝相各买骡马一匹，由局雇
用运邮。

1953年

1月，奉邮电部指示，将原属省局管理的地方电话，县以上部份并入邮电企业，

县以下部份作为邮电企业代管的地方国营企业。5月8日富民地方电话交邮电局代管。

同月，开展纠偏运动，历时约半年，富民局全体职工参加了运动。

3月4日，职工李性泰、范启芬出席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3月16日，开办保价信函和保价包裹两项业务。

6月，县内电话开始建立经济帐。

8月，赤就永富村设四等代办所，由农民王有德代办。

9月1日，省局决定自即日起停办邮政储蓄业务。

12月，成立县邮电局团支部，支部书记华存德。

同月，昆明～武定干线邮路由单人单马夜班改为单人双马白班，运邮量增加百分之

九十。

1954年

2月13日，贯彻执行“关于整顿全国党政军电报等级规定的具体处理办法”。

7月5日，开始办理“中国人民志愿军瞻家汇款特种汇票”。

同月，接上级通知，逐步实施凭证件兑付汇款办法，取消凭收款人图章或找证明人

担保领款。

10月，富民局吸收李开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富民局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1955年

5月，县局建立治保小组，组长李开禄。

8月，取销马运邮件，10匹运邮骡马，先后调楚雄8匹，调武定2匹。

11月19日，省局核定富民局为七等局。

1956年

1月1日，开始发售新币邮票。

3月，撤销者北代办所，同时设立者北邮电所。

6月，按“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富民局已实现乡乡通邮。

12月，新增昆明西山区蔡家村投递段。

同月，在财务年终结算时，未经批准，擅自动用经费剩余款600元购进木电杆，忽

视专款专用原则。

1957年

4月1日，接收富民县委机要交通，开办机要通信业务。

5月，富民局隶属“楚雄邮电督察员办事处"管辖。

8月，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全局干部职ZL20人参加了运动。1958年10月结束，职322

人被调离邮电局。

11月3日，县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富民县邮电局党支部，支部书记曾照清。

1 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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