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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干县邮电局外貌



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工会主席鲁敬(右二)等在手

干局视察，指导工作。

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黄日高(右三)等在上

浼地区邮电局副局长万秋生(右～)陪同下在余干局

蜘察、指导工作。

甄

上饶地区邮电局局长孙苗根．副局长陈彪在

抗洪期间来到余干局检查，指导抗洪保通信工作。

蛩为孙(左船前三)，陈(前五)乘船进八被水淹瑞洪

更局时情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朱剽

踞子成员；fM左!

寿，i【I扁{=∈I=fi围罐

工作



门





滔滔洪水，激发出千职们的忘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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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余干县邮电志》出版了。这是一部系统地记载余干县邮电事业兴衰起伏

的志书，在余干邮电史上，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内容丰富、翔实、全

面，可说是一部余干邮电的百科全书。这部志书秉承“资治、教化、存史”的

宗旨，首要的作用在于“资政”，同时也能起到启迪当今和教育后代的功效。

余干是战国故邑、秦皇县治、地濒鄱阳湖，物产丰腴；素称“鱼米之乡”。

信江横亘其中，206国道纵贯东南，是赣浙、赣皖陆路交通的要冲。志书记述

了旧中国的邮政、电信到新中国的人民邮电，八十七个春秋余干邮电事业发

展、演变的全过程，全书二十三万余字，资料可靠，各章节均用“以事系人”

的手法进行记述，做到有事、有文、有人，前人的足迹跃现在纸上。余干邮电

事业能有今天，是来之不易的，是前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以史为鉴，为

我们研究余干邮电建设的发展规律，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观今宜鉴古，这部志书的出版，除了有利于一切关心余干邮电事业的志士

同仁了解余干邮电事业的过去外，也一定会激励新一代的余干邮电职工，发扬

“爱邮电、优服务、争先进、创一流”的余邮精神，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

革开放的道路上，信心百倍地开拓进取，为谱写邮电腾飞的新篇章而努力奋

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o

李兴寿：现任余干县邮电局局长

．李兴寿

1997年7月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余干县邮电事业

的历史与现状o

2、本志书按章、一节、目三级结构，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文为主，辅

以表图和照片。 一

3、本志书统合古今，详今略古，记事上起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

年)，下限1995年。

4、本志书纪年以1949年5月7日余干解放之日为界，解放前用民国纪年，

再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j日期均用阿拉伯字；清代及以前各朝代的日期因均为农历，年月日均用汉

字书写，也加括号注明公历o

5、本志书涉及的地名、币制、计量、官职、工种等，均以当时的通用名

称为主；同一事物的称谓解放前后不同者，分阶段以当时的习惯用法为准。
’

6、本志书主要根据档案资料和老职工提供的口碑资料，经查证编写而成，

如资料不一致，以档案为主，如查明档案确与实际情况不符，以实际情况为

准。

7、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

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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