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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曲江县邮电志》在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编纂出

版。是一件大事，甚值庆贺!

曲江邮电历史，源远流长，从后汉时卫飒凿山通道列置亭驿到现在的电子

通讯，已有一千九百多年。时值盛世的今天，编纂出邮电专业志，，可以说是对

曲江邮电事业的发展，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历史性的总结。《曲江县邮电志》

以丰富的史料记述了曲江汉代的驿道传递，也记述了明、清邮驿及民国时期邮

电通信的一时鼎盛，更详尽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曲江邮电

事业的迅速发展。从这部专志中，可以了解到曲江邮电所经历过的各个不同时

代的通讯方式，通讯设备、通讯技术从简陋，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特别是

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本志编写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收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呕心沥血，终

于把《曲江县邮电志》一书奉献给读者，将大量的邮电史料真实，全面、系

统地记述下来服务于当前，并可给曲江邮电工作者和人民增强信心，激励

他们以更大的热情，为建设现代化的邮电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借《曲江县

邮电志》出版之际，祝愿曲江邮电事业，在中共曲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

领导下，在上级邮电部门的领导，各兄弟邮电部门支持合作下，能进一步向现7

代化迅猛发展。仅叙简言，以作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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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曲江邮电历史与现

状，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jN,0，把编纂的重点放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o

二、本志以现代汉语，记叙体编写。各章节以事物始末连贯编

修，先远后近，上溯东汉，下限至1987年底，部份照片延至1989年

上半年止。

三， 《志》的结构以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为经，各章节目

为纬，记述邮电建设和业务扩展情况；并附以图、表、照片6

四、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年代，按史学惯例年

号纪法，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

用公元纪年(略去“公元’’二字)， “X X年代" 指二十世纪X X

年代。 ．

，

五、本志中所称“共和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成立

前后”，指1949年lOfiJ 1日前后；“党"指中国共产党；“省、地、市

局"，省局指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地区局指韶关地区邮电管理局，市

局指韶关市邮电局o

六、先进人物，秉着“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表格、分年简述。

七、‘本志中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字，均来源于《广东省邮电

资料汇编》和本局《年报表》及其它资料。1961年3月1日至1963

年1月1日各项统计数字含乳源县o

八、本志中，各时期县以下行政机构的名称及邮电员工称谓都

是按当时的名称上书。

九、本志设杂记章，以辑录未入志主体的重要历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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