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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无极县邮政志》编纂工作，始于2004年1月，历近1年时间编纂，是无极县

邮政通信部门第一部专业志书。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邮政在无极县设邮政

所，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无极中华邮政局，民国9年(1920年)开办三等中

华邮政局，民国14年(1925年)5月1日升为二等中华邮政局。民国29年(1940

年)因抗日战争需要，藁城县、无极县合并为藁无县，藁无县委成立交通队。民国

34年(1945年)9月无极县县城解放。次月无极恢复原建制，交通队改为邮政局。

1953年无极邮政、电信合并成立无极县邮电局至1998年10月邮政、电信分营，期

间经历了1969年邮电分设和1974年邮电合营的机构调整过程。《无极县邮政

志》全面记述了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人民邮电和1998年邮政独立运营四个时期

邮政事业发展的历史，重点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无极县邮政事业日新月异的重大变革。它是一部向干部职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和邮政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编写《无极县邮政志》，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

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反映历史面貌，力求达到时代性、思想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志书编纂坚持

详今明古、古为今用、稽实求真、横排竖写、突出邮政通信特点，力求观点明确，资

料翔实，通俗易懂，经得起历史考验。

我们编写《无极县邮政志》，在于前有所稽，后有所鉴，鉴往知来，资治，存史，教

化，促进交流。通过编写志书，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今后邮政事业的发展提供历

史借鉴和科学决策资料，同时启迪后人，奋发图强，为通信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本志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得到许多老领导、老同志

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热心关怀、积极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知识所限，加之无极县邮政历史久远，原始资料匮乏，志书中遗漏与

不妥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无极县邮政局局长
王翊东

中共无极县邮政局党支部书记

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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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无极县邮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详今明古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反映邮政通信

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实现其资治、存史、教化、促进交流之功能。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异，力争溯至事物发端，下限2004年6月底。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传，以志为主。

四、本志前设序、凡例、照片、概述、大事记，专业志分章、节、目，共12章52

节，另设附录。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记事

本末体结合。

六、本志以第三人称记述。直书人名，地名以现行标准化地名为准。政区、机

构、会议、文件等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之后一律用简称。“中共”指

中国共产党，“部”指国家邮电部，“省局”指河北省邮电管理局，“省邮局”指河北

省邮政管理局，“地区局”指石家庄地区邮电局，“石局”指石家庄邮电局，“石邮

局”指石家庄市邮政局。

七、本志纪年，清代以前，使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时期，使用

民国年号，括注公元年号(表内列公元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使用公元纪年。志内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5年9月2日县境解放为

界，“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八、入志人物，按照“生不立传”通例，对邮政事业较突出的逝者立传，对有贡

献较大的生者以事系之。

九、本志数字按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1995)执

行。

十、本志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外，一律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有关档案，省志、府志、县志相关部分和各乡

镇、县直各单位及个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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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县位于河北省中部，滹沱河北岸。东经114047 7—115008 7，北纬38。03 7—

38018’之间。。东与深泽县接壤，东南隔滹沱河与晋州市相望，西、西南与藁城市搭

界，西北与新乐市为邻，北、东北与定州市毗连。县境东西长28．8公里，南北宽

24．4公里，总面积524平方公里。县内地势平坦，西高东低，呈缓坡倾斜。县境最

高处海拔58米，最低处35米，坡降梯度为0．7％0。县人民政府驻地无极镇，位于

县城中部，西距京广铁路正定站35公里，南距石德铁路贾村站15公里，西南距省

会石家庄54公里，东北距首都北京275公里。气候四季分明，光热资源充足，雨

量充沛，无霜期长，是河北省粮、棉、油主要产区之一。2003年全县辖6个镇5个

乡，213个行政村，总人口482799人。

无极县公路交通便利，通往周边县市及各乡镇均为水泥和柏油路面。无极县

邮政局坐落在无极镇东关人和街南段路东，全局共有职工40人(不含临时工)，担

负着全县邮政通信任务，是全县人民国内外通信联络的枢纽。

无极邮政通信历史悠久，元代延=i；占7年(1320年)县境设有无极(今无极镇)、

驿头(今驿头村)驿站和濮头(今店尚村)铺递。明代又在县城东中铺、西中铺各

设急递铺。大清邮政时期，沿用驿站制度，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裁驿归

邮，驿铺逐渐废弛，邮务由商人建立邮政代办所承办。

民国9年(1920年)5月，无极开办三等邮局，归直隶邮区管理。民国14年

(1925年)5月，由三等局升为二等局，次年5月划归北京邮区管理。民国17年

(1928年)增设村镇邮站56处。民国19年(1930年)开办电报业务。民国29年

(1940年)8月，藁城县与无极县合并成立藁无县，中共藁无县委为适应抗日战争

需要设立交通队。在日伪据点密布的残酷环境中，地下交通员机智勇敢地传递中

国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秘密文件、军事情报，保持着党、政、军的密切联系。还担

负着护送革命干部调遣、转移等任务，为抗13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为无极

邮电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34年(1945年)9月2日，全县境解放，次月，无

极县恢复原建制，交通队改为邮政局，邮政事业步人“人民邮电为人民”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邮电局广大干部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邮电通信建

设，邮电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邮电管理体系和

管理制度，充实人员，落实班期，邮电事业快速发展。

1953年，无极县邮政局与县电话站合并成立无极县邮电局，之后陆续开办单

挂号、双挂号信、特种挂号信和国际信函等业务，农村投递由不定期实现隔1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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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线路总计440公里，同时增加县城投递。1958年11月，无极、藁城、栾城3县

合并，无极县邮电局改为邮电支局。管理体制的变化，使无极邮政通信发展和通

信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期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邮政事业曾一度超常规发展，

使通信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服务水平下降。

60—70年代是邮电事业曲折前进的重要阶段，期间经历了1969年邮电分设

到1974年邮电合营的机构调整过程。1962年1月，无极县恢复原建制，无极邮电

支局复为无极县邮电局。1963年的洪涝灾害给通信设施造成很大破坏，4间房屋

倒塌，9问房屋漏雨，邮路一时中断。1964--1966年，无极县邮电局对全县邮电网

络进行调整，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通信质量、服务水平、企业管理水平明显提

高，邮电通信事业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中，邮电通信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组织机构一度瘫痪，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弃。之后，通信生产有了转机，1972

年全县8条乡村投递线实现轻骑化，1976年职工人数65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社会对邮电通信需求量猛增，无极县邮电局抓住机遇，扩大业务宣传，加快

通信生产和建设速度，邮电事业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81年，乡村投递改用250型摩托，8条乡村投递线改为6条，同时加快农村

投递制度改革，改进完善信报站管理，次年，邮电部和省局领导到本局视察工作听

取经验汇报。1986年9月，恢复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年收人0．19万元，储蓄余额

75．57万元。次年，购置第一辆通信生产汽车。1988年，无极县委、县政府研究决

定，本局和无极县物价局联合发文在现行邮电资费基础上增收地方附加费，此举

为全省县(市)局首例。1989年，建成启用3160平米的邮电综合大楼，同年恢复办

理集邮业务，年收入0．18万元。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8年10月邮电经营体制改革(又称邮电分营，下同)

后，无极县邮政局逐步扩大经营范围，强化经营机制，向社会提供全方位、多元化

邮政服务，除信函、包裹、汇兑、储蓄、报刊发行、集邮、特快专递等业务外，陆续开

办了邮政广告、鲜花礼仪和代理保险、代发工资、代收通信费、代收税款等新业务。

不断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实行报刊、小件包裹直投到户和电话预约、上

门服务等新措施，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和监督电话，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用邮。

1999年，无极县邮政局克服人员不足，资金短缺等困难，领导班子带领全局职

工更新观念，推行“三包一挂”(包业务收入，包服务质量，包服务水平；职工工资与

业务收入挂钩)政策，支局所承包经营，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年收入实

现851．7万元，人均劳动生产率19．36万元，业务收人扭亏为盈。

2000年，巩固发展传统业务，加快发展新业务、代办业务，全年业务收入1100

万元，上交收支差额135．9万元，被省邮局授予“创收大户”称号。2001--2002年，

继续规范经营，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加强服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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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人大户”称号。2003年业务收入达到1540万元，比

企业效益的明显增强，职工居住、办公、福利待遇得到改

日益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较好成绩，职工队伍的政治

修养和业务素质有了明显变化。

至2004年6月，本局邮政储蓄安装有“绿卡工程”，县局邮政营业实行“一台

清”(综合业务服务台席)综合服务，报刊发行、函件广告、邮政礼仪、报刊分发等实

现电子化，财务、统计实现电算化，办公实现自动化，有7辆邮政汽车，18条投递线

路，2个城市网点、5个农村支局所，已经形成覆盖全县、联通全国的现代化邮政通

信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邮政通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

所认识，为当地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今后继续坚持以通信为中心，深化

企业内部改革，强化企业管理，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不断引进新技术，完善服务功

能，认真贯彻“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向更高更远的
目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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