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誊熏嘉篥丧孽求组组羹 张放春
局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m瞅喇。

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向为历代所重视。自有文字

记载以来，前人就有志书著述，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传下来

的志书达8 6 o o多种，近1 8万卷，这些光辉巨著，为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四化大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为建设精神文明，进

行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提供了宝贵教材，同时，也是认

识历史、尊重历史极其重要的依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业兴旺，一国泰民安，盛世修志，

应运而生。基于上述目的，淮南市《邮电志》在党委关怀下，在局

志办同志们的努力下，完成了初稿，这是一部七十年来，我市邮电发

展的历史缩影，是解放以来艰苦创业办通信的真实记录。我们编写这

本《邮电志》，力图在前人修志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做到

实事求是，辨证考据，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立足当代，突出特点，为现实服务，为通信生产服

务。《邮电志》初稿的完成，无疑对我局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在

资治、教化、存史方面，将起积极推动作用。我们热烈祝贺《淮南邮

电志》首稿胜利完成。衷心感谢为《邮电志》提供宝贵口碑资料

的诸位老领导、老前辈；衷心感谢省局志办、淮南市志办和兄弟

事、县局志办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局志办在人员



缺少资料贫乏的情况下，他们不辞劳苦，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很

好的完成了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任务。

修志，尤其是编纂邮电志，我局尚属首次，是件十分艰巨的工

作，资料不足，缺乏经验，加之写作水平、政治水平有限，疏漏不

足，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同行给予批评指正，以期充实完善。



凡 例

(一)本志编纂是为了尽快地为各级领导，专业工作人员提供

资料，为开创淮南市邮电通信新局面提供借鉴。

(二)本志取事，立足专业，突出特点，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断限时间上限至1 9 1 9年，下限大体断至1 9 8 7年。

(三)本志结构，按篇、章、节、目体裁构成，以类系事，横

排纵写，语体文记述，采用图、表、记．录配合形式编成。

(四)“大事记”所载大事，主要记载解放以来，对当时影响

大事后影响深远的事件，包括重要通信工程项目，局领导成员更

迭，机构设置，先进人物的表彰，触犯刑律的主要案件等。记述方

法以编年体为主，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历史资料，主要取自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皖浙两

省、上海市邮电档案馆和经考证的口碑资料。解放以后主要录自本

局历年档案和淮南市档案馆、省局志办有关资料，参考蚌埠、 怀

远、凤台、寿县等兄弟市、县局志资料，统计数据取自本局统计

室，资料引用不另注明出处。

(六)历史纪年，解放前一般先写历代年号，括弧内阿拉伯数

字注记公元纪年，省略“公元’’、 “年”字样，解放后一律以公元

纪年。

(七)计量单位早期因受英、法邮电管理制度影响，大体采

用英制。解放后采用公制计量单位。1 9 5 5年3月1日前，使用

的旧人民币按一万比一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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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邮电大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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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叙



第一章 概叙

淮南市现行辖区内的邮政始于民国八年(I 9 1 9)夏，洛河

镇首设三等乙级邮局，有局长、邮差、听差三人，租赁私房两间，’

维持简易通邮，办理函件、包件、汇兑三项业务。有洛河、寿县旱

班邮路一条，肩挑背负，隔日往返。 l 9 3 i年官办淮南煤矿兴

起，邮政电信始有发展。l 9 3 5年起，九龙岗、田家庵、 舜耕

山(今大通)先后设立三等乙级邮局，三局均只三、四人，矿工多

向家里汇款，历年多是汇超局。靠淮河水路通邮，由小轮带运邮件

至蚌埠。l 9 3 6年5月淮南铁路通车，始有铁道邮路，邮件运至

合肥或经水路至蚌埠，转发全国和本省各地。l 9 3 8年6月4日，

日·军侵入淮南地区，洛河、九龙岗、田家庵邮电机构被迫撤离。在

日伪统治下， 1 9 3 9年九龙岗邮局，田家庵代办所先后开办。

l 9 3 8年7月1日，日伪华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九龙岗设立电

台，与蚌、宁、沪三地通报，1 9 4 0年7月1日，成立“淮南电报局∥

使用音响机通报，直接为日本掠夺淮南煤炭资源服务。 1 9 4 1年

煤矿开始使用电话(磁石式)，作调度和行政通讯用。1 9 4 5年

8月l 5日日本投降，蚌埠邮政局派人重新开办九、田两邮局，同

期，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了包括通讯设备在内的淮南煤矿局。1 9 4 8

年3月1】．日，舜耕山邮政代办所升格为三等乙级邮局。这个时期，

农村均不通邮路，‘邮件直投商铺，由收件人来商铺领取。九龙岗、

田家庵、大通少数单位之间的电话通讯，依靠淮南煤矿和淮南电厂



接转。l 9 4 6年蚌埠电信局在田家庵东升街开设电信营业所，长

途电话由蚌埠经转各地。1 9 4 8年8月1 1日原阜阳电信局奉令

撤至田家庵，在层楼旅社开办电信业务。时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物

价飞涨， 1 9 4 9年5月，江南地区平信资费为1 9 4 0年的1 50 0

万倍。

1 9 4 8年年末，淮南地区有二等甲级、乙级邮局各一所，三

等乙级邮局一所，电信营业局(所)两处，邮政代办所三处。

l 9 4 9年1月1 8日淮南解放，蚌埠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共事

业部，派员接管淮南三镇邮局，此时员工共九人，田家庵电信局(

原阜阳电信局)人员、设备全部调往蚌埠。在党的原职、原薪、原

制度”政策指导下，很快恢复了邮政营业。同年l 1月皖北电信指

挥局派员接收了淮南矿务局电台，随即在九龙岗乐群村开设电信营

业所，受理电报业务。l 9 5 0年6月，田家庵电信营业所成立。5月

1日八公山三等邮局成立。8月实行“邮发合一”。l 9 5 1年3月

1日田家庵邮局升格为淮南市邮局， 4月1日田家庵电信营业所升

格为淮南市电信局，8月1日两局合并，淮南市邮电局成立，时城

乡服务人口2 3万人。根据燃料工业部、邮电部联合通知，1 1月

邮电局接收淮南发电厂对外通信设备，l 2月1日开办市话业务，

首装用户5 2门，同时电厂电台(1 5 o瓦)验装封存上交。

1 9 5 o一一1 9 5 2年，邮政、电信均有较大发展，先后沟

通淮南(田家庵)至合肥、蚌埠、凤台、寿县．阜阳等地长途报、话

线路(铜线二对，铁线五对)同时开办报、话业务，以田家庵为中

心的辐射式邮电网基本形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 9 5 3一一l 9 5 7)， “人民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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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为人民一思想得到普遍贯彻，“随时帮助寄件人代填汇单、回执、

包单，使寄件人感到方便和信任”，服务质量、态度，受到用户好

评。1 9 5 3年3月1 5日，接管地方政府管理的通信线路工作结

束。自此，淮南市区通信建设，统由淮南市邮电局规划管理。1955

年4月，私人代办所有孔店、洛河、禹帝庙、码头村等八处，-9淮

南市合作总社协议，经整顿后逐步转社。1 9 5 6年3月在全市十

四个农业高级合作社，建立了乡邮员制。到1 9 5 7年年末，全市

已有职工1 4 3人，市话交换机容量5 l 2门，邮路2 0 2公里，

局(所)2 0处，年业务收入3 2万元，为1 9 5 1年的三倍。到

i 9 5 9年末，基本实现了社社通电话，村村通邮路。

在l 9 5 9年至1 9 6 1年经济困难时期，邮电业务总量、收

入均有所下降，全局职工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了通信任务。1 96 0年

6月，局、支局(科室)、班组三级管理形成，为提高通信质量，

提供了组织保证。1 9 6 2年5月，全局使用汽车转发邮件，结束

了人挑马拉的转运历史。1 9 6 5年年末，全局职工2 5 3人，自

办局(所)2 0处，年收入5 0．8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组织痪瘫，规章

废弛，通信质量下降，收入减少，少数局(所)关门停业，邮电机

槽分而复合(1 9 6 9．i 2一～1 9 7 3．8)，通信基本建设、

!停留在“文革”前的水平上，十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l 9 8 7年1 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了邮电建设速

度。l 9 7 8年初，市局由田家庵搬迁至洞山邮电大楼，5月1日

田、洞地区自动电话开通，l 9 8 1年6月至1 9 8 2年1 1月，

蔡家岗自动电话1 0 0 0门交换设备，田家庵增容l 0 0 0门交换

·3‘



设备先后开通，1 9 8 6年洞山、蔡家岗，又相继增容2 0 0 0 f-j，

市话通信容量有了较大增长。全市还开办了集邮业务，l 9 8 4年

l 0月1 3日，成立了市集邮协会，先后举办了三次邮展，参展人

数近八千人。全市开展了市民评选“优秀投递员”、 “优秀营业

员”活动，开展“一条龙红旗电路竞赛”，“百日良好服务竞赛”、

“文明窗口”等“四创”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

益。l 9 8 0年以来，先后被省局、淮南市政府授予“先进工作

者”2 5 1人次，3 5个单位获得“先进集体"称号。1 9 8 6

年淮南局被评为省邮电系统(地、市) “四创”活动第三名，受到

省局表彰。为进一提高企业管理水平，1 9 8 3年1 1月至1 984年

5月，开展了“企业整顿”活动，提高了职工政治和业务素质，加

强和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建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局容局貌焕然

一新，同时进行了机构调整，设职能科室8，生产科室4，支局9，

5月2 6日获得省邮电管理局、淮南市人民政府联合颁发的“企业

整顿合格证书"。

截至1 9 8 7年止，全局拥有市话交换设备容量6 5 9 0门

(其中自动6 0 0 0 f-j)，长话电路6 6路，电报电路l 5路；火

车、汽车、自行车邮路2 6条计4 2 8公里，城乡投递段8 5段，

机要投递段7段，投递里程2 3 7 7公里(其中郊区1 1 9 0公

里)，各种机动车辆2 6台，年业务收入5 l 2．3万元， 为1951

年建局时的7 8倍，人员的1 2．4倍，固定资产原值1 0 6 7万

元，自有局屋从无到有达3 6 8 6 5平方米，全市人均寄收函件

1 l。4件，报刊0。5 6份，市话百人普及率0．5 9％。

淮南局经过建国三十多年来的艰苦奋斗，已由设备简陋，员工
．4． ：．



不足十人的三个小邮局，发展为局(所)4 2处，拥有多种通信手

段，经办l 4种业务，职工7 6 0人的中型通信企业，远非中华邮

政时期所能比拟的。淮南市各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电话，也由解放前

煤矿局、电厂不足百门的磁石式交换机，发展到今天拥有交换点9 7

处，容量1 1 3 l 0门颇具规模的通信设备，其中纵横制自动交

换设备占4 3％，并有6处为程控电话，淮南矿务局，淮南发电厂

还开通了微波通信，矿务局对北京使用了卫星通讯，电话通信主干

线路矿务局均为地下电缆。但从当前通信规模和服务质量来看，还

不能适应能源城市的发展需要。为此，中共淮南市委、人民政府于

l 9 8 6年4月1日，作出了《加快邮电通信建设的决定》，给予

了积极支持。按照“重点发展东部，填补北部空白，保持西部增

长”的规划，到l 9 9 0年市话设备总容量接近万门，目前上程控

设备的前期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届时市话百人普及率可达到1。5

％以上，长话5 0 0线将纳入全国长途电话全自动交换网，新建邮

政分支机构5处，到本世纪末，淮南将建成一个布局合理，传输通

畅，技术先进的通信网。(附图二、三、九龙岗、田家庵邮政局旧址)



图二·三十年代九龙岗邮政局旧址

图三：三十年代田家庵邮政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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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 事 记

1 9 l 9年、夏

洛河镇(原属怀远)设三等乙级邮政局(租赁私房)。首任局

长李幼斋，有邮差、听差二人。开办平、挂函件，汇兑(1 0 0元以

下)、包裹三项业务，自办洛河至寿县旱班邮路一条。是淮南地区

邮政之始。

1 9 3 5年5月

九龙岗(原属怀远)矿富街设三等乙级邮政局(租赁私

房)，首任局长雷泳琴，有邮差、听差二人，开办平、挂函件、汇

兑、包裹三项业务。

l 9 3 6年2月

田家庵(原属怀远)设三等乙级邮政局(租赁层楼旅社后迁鸽

子巷)首任局长刘之汉，有邮差、听差二人，开办业务项目同上。

l 9 3 7年9月l 0日

九龙岗邮政局电信代办处长途电话、电报业务，移交淮南矿路五＼

局代办o

1 9 3 8‘年6月4日

B．军入侵，洛河、九龙岗、田家庵三邮局被迫撤离。

1 9 3 8年7胃1日

日伪华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九龙岗开设电台，和蚌、宁，

泸等地直接通报。

1 9 3 9年3月2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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