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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邮电局裢评为市修志先进集忙



吾fiI 吉
刖 青

《蚌埠邮电志》的出版，在蚌埠邮电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昀

大事。它是蚌埠局邮电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把蚌埠邮电的发展历

程和现实状况如实地记载下来，内容丰富、翔实、全面，可为蚌埠邮

电一部百科全书。这部志书的留传，可起到“存史"、 “资治”、

“教化”的作用；亦能达到有益于当今和惠及后世的目的。

本志书上断自1909年，下限至1983年。在这75年的邮电演变过程

中，《蚌埠邮电志》反映出蚌埠邮电的产生和发展，反映出在共产党

领导以后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反映出邮电通信能力日益增长，并正向现

代化迈进。本志书的主要内容确概述、大事记、组织沿革、邮电业务、

局所、管理、党群组织等，是蚌埠邮电一部很好的吏实记载。

本志书的编成是在局党委领导下，在市志办公室以及本局有关单

位的指导与支持下，并经过编写同志的努力取得刍刁成果。编写的同志

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82年12月开始筹备，外出学习，搜集资料，访

问老职工，查阅档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985年三月定稿。

本志书的出版，感谢有关同志的支持，感谢编写同志的辛勤劳动。但

是，由于编写的经验不足。文字水平不高，志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

难免，若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更正。

周建华

198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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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蚌埠市的邮电通信事业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

今日的蚌埠市邮电局位于市中心区淮河路与中山街交汇点上。它

既是华东邮电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京沪干线八大邮件中转局之

一，又是皖北邮电通信指挥调度中心；它除管辖市区各邮电分支机构

外，还管辖怀远、固镇、五河三个县邮电通信企业。它担负着本市邮

电通信和皖北地区大部分邮件经转，以及京、沪、杭中同轴电缆二百

余公里和京、沪明线-=产线三百余杆公里的维护任务。目前经办昀业务

有：．函件、印刷品、包件、报刊发行、汇兑、机要通信、市内电话、

长途电话、会议电话、电报、国际通信以及集邮等。其通信能力和经

济效益，近年来有较大的增长。蚌埠邮政、电信网路四通八达，国际

邮件及国际电话、电报可经转到世界各地。

据《安徽通志交通考稿》及《凤阳县志略》记载，早在清光绪年

问，蚌埠东郊长淮卫就置有邮驿。驿铺有马65匹，马夫41名，差夫24

名。+1896年“大清邮政"设立后，长淮卫邮驿撤销。

蚌埠邮政的兴起是从清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的。当时凤阳县

邮政局在淮河北岸小蚌埠设一邮票代售处，这是蚌埠邮政事业的开

端。随着津浦铁路的修筑，1910#-(宣统二年)，．清政府在二马路东

段路北设立邮政局，日收寄函件约两百件。到191 1#-(宣统三年)，。?

营业额月平均达银币五千元左右。蚌埠邮政局即被定为一等乙级局，

员工有20余入。1912年“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从1909年到

1914年，是蚌埠有邮无电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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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浦铁路通车后，安徽省军政机关相继来蚌设立，电信通信应运

而生。据1925年中央交通部出版的《交通年鉴》记载，1915年，安徽

电政管理局在蚌埠升平街设立电报局。这是蚌埠电信通信之始。：夺

久，邮局增设华昌街和升平街两卜支局，刘府等邮政代办所也划归蚌

埠邮政局管辖。1922年，电报局内又附设电话局。这些邮电机构的建

立及其业务的开办，对蚌埠初期的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2年后’，军阀混战，蚌埠屡遭骚扰，加之淮水泛滥农业歉收，‘

商业不振，致使邮电事业发展缓慢，尤其是电话，直到1927年，只有

百门交换机二座。

1928年后，国内出现了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蚌埠工商业得以复

兴，邮电通信业特别是电信业再次崛起。1931年，安徽建设厅在蚌埠

架设特等短波无线电台，1933年5月，蚌埠首次开放长途电话。至战

前，明光、固镇、怀远三个电报支局(营业处)均划归蚌埠电报局管

辖。蚌埠邮区东到凤阳、临淮关，西抵怀远、凤台、直至寿县和正阳

关，南达刘府、考城和田家庵。邮政通信除有旱班邮路外，还使用、津

浦、淮南两条火车邮路。电信通信不仅有明线还有无线与外地联络。

市内电话用户已发展到近200户。邮政网路与电信网路的形成与电信

通信手段的不断增加，以及邮电两辖区内局所间的活动，标志着旧中

国蚌埠邮电业务已经健全，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这一时期，蚌埠邮电业务量是依附于在蚌埠集散中转的各种土特

产的交流多寡，以及军政机关的活动之中。当时的邮电业务量在妥徽

全省居于首位。’蚌埠邮、电两局实际已成为皖北地区早期的邮电指挥

调度中心。

1938年1月．蚌埠沦陷前夕，邮政业务停办，邮运中断。2月，

蚌埠沦陷后， 日伪华中电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接管了蚌埠电报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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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迁至二马路(今人民电影院东侧)，局各易为蚌埠电报电话局，局长

由日本人担任。局属怀远、明光、固镇三县电信通信大权也控制在日

本人手中。日军为控制皖北地区与外地fj可通信，利用蚌埠水陆交通中

枢的地理位置极力发展电信通信，加之一些工商业者争相来蚌设厂开

店和贩运物资，形成了蚌埠历史上的一度虚假繁荣，造成了电信通信

的畸形发展。

1939年至1940年之间，蚌埠不仅有通往怀远、．明光、固镇、南京

有线报话电路，而且还有无线与南京联络。’市内’电话容量已达500门，

安装用户话机304词s。当时蚌埠城区不过三平方公里，电话密度之大，．

在全省居于首位。

1945年9’月21日，蚌埠电报电话局由南京京沪苏皖区电信交通接

收委员办公处接收，局名易为蚌埠电信局．全局员工已有七十余人，

明光、怀远、固镇三县电信局(营业处)仍归蚌埠电信局所属。蚌埠

邮局也于战后被省邮管局接管。

1947年蚌埠建市后，邮电业务均有发展。函件日收寄量在千件以

上，包裹收寄量居全省之首。蚌埠至上海、南京、徐州等地的长途电

话电路已发展到八条。电报电路可直达南京和徐州。无线电报也可直

接与合肥、六安、阜阳、界首、商邱联络。实装市内电话282部。1948

年，国民党当局把蚌埠改为电信指挥局。并将滁县、田家庵、正阳关、

寿县．临淮关等电信局(所)划归蚌埠电信指挥局直接管辖。蚌埠作

为皖北一带之电信指挥调度中心再度形成。
。

蚌埠解放前夕，邮局局长强行本局大部员工，携带票款、档案、

邮袋等物向南京撤逃，邮政通信中断。电信当局，除强行带走部分技

术人员外，还拆运了载波机、超短波话机、无线报话机等主要通信设

备及器材。长途报话电路也被毁坏一空。整个电信通信，除市内电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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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勉强挂通外，已陷于瘫痪。

1949年1月20日蚌埠市宣告解放。当天，市军管会派员接管了蚌

埠电信局。21日又派员接管了蚌埠邮局。接着，整编了邮局，恢复营

业；撤销了电信局临时通信队，成立了电信队；架设了军管会等机

关、部队的电话；抢修了蚌埠至徐州、合肥、滁县等地长途线路；沟

通了市内及蚌埠与南北干线的通信联络。对支援大军南下，保证地方

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整治设备、调整网路、增设局所、

发展业务、扩大了通信能力。同时迸行了体制改革。邮、电两局合并后，

接管了地方电信，划出了滁县、明光、怀远等七个下属局所。所有这

些，为后来的邮电全面建设打下了基础。这一阶段，蚌埠邮电部门累

计完成业务总量58．45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营收119．53

万元。

“一五"计划时期，蚌埠邮电的发展是健康的。财务管理、设备

维护、业务考核等工作臻于完善；邮政实行了“邮发合·"‘，接办了

蚌埠的报刊发行业务；会同铁路、银行调整了包裹和汇兑的业务分

工；整顿了乡村邮政代办所和个体派报业；增设了邮政局所；增开了

机要通信业务；开辟了新的邮路。电信方面，扩‘大了市内电话装机容

量；增加了报话电路；调进了通信设备；实现了有线与无线的综合利

用。在内部建立了责任制，学习、推广了先进工作法，开展了全员劳

动元赛，贯彻了“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五年问，

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63．71万元，财务收入322．91刀元。

“二五"计划时期，蚌埠局的经济效益有较大的提高。累计完成

业务总量504．63：ff元，财务收入691．94万元，分别比“一五"时期增

长2．08倍和1．14倍。其间，蚌埠邮电机构设置变动较大，一度由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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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中心局、专区局。当时受中心局管辖的县局共有r．16个。．邮’政‘方

面，不仅自办了汽车邮路，·’而且部分工序实现了机械化。’通信速度及

服务质量有所提高。电信方面，市话发展较为突出，总容量达到二千

门，用户数达到1361户，并在全省第一家安装使用了自’动电话，。初步

构成了市、社、队辐射式通信网。、另外，还装设了会议电话j。‘无线特

高频和十二路电话增音机等设备。
’

。’

。三年调整时期，由于各单位缩减开支及部分厂矿“下马"，蚌埠

局累计完成业务总量238．53万元，财务收入仅为255．41万元，午平均

分别比“二五"时期+减少26．93％和62．56％。但各项通信质量指标都

分别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

经过三年调整，加强了管理，从而使本局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然

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蚌埠邮电通信受到干扰和破坏。党组织

瘫痪，统一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邮件常有积压，电信线路时通对阻，

部分局所竟有关门停业的现象。：邮电机构分而复合。‘从1966年至1968

年，邮电业务量及财务收入，分别比三年调整时期下降1．3％和9．6％，

通信质量也是建国以来最差时期。1-970年后，邮电业务虽开始回升j

但以后的七、八年间，业务量及财务收入都处于徘徊状态。在财务收

支上，出现了连年亏损的局面。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蚌埠邮电

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建国后一个划时代的里程

碑，蚌埠邮电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77年后，蚌埠局贯彻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

政策，通过拨乱反正，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通信能力，加强

经营管理，提高通信质量，改善邮电服务的工作重点。至】983年，五

年工作迈进了一大步。1979年，蚌埠市邮电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
异



“．大庆式"企业。同年，又被评为市“文明生产先进单位”。1980年，

扭转了连续十年亏损局面。．1983年，经济效益创本局历史最高记录，

省企业整顿领导小组批准发给蚌埠市邮电局整顿验收《合格证》。

1983年，蚌埠局完成业务总量267．59万元，．业务收入完成307．68

万元，分别1：匕1978年增长1倍和1．17倍。收支差额完成98．38万元，

1：匕1982年增长57．2％。与1950年相比，出口函件增长1倍，，出1=I包裹

增长3倍，出口汇票增长4．8倍，电报增长7倍，报刊增长57倍，长话

增长1 8倍，市话用，户增长8．18倍。

目前，全市共有邮电局所20处，平均每个局所的服务入口为2．75

万人，平均服．务面积为20．8平方公里。邮路总长度(，含农村投递线

路)1，984公里，比1950年增长近二倍。电报电路(台无线及出租电

路)21条。长话电路(含出租电路)90条，比,1949年增长八倍。_i亍内

电话总容量4，000f-j，电话机总数(含用户小交换机话机)7，186部，

普及率为每百人1．3部，比1949年提高十倍。

据1983年底统计，全局拥育十二路及三路载波机50部，电传打字

机31部，发报机22部，短波收发信机17部，汽车44辆，摩托车30辆，

自行车443辆。·固定资产达到2401万元。

为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蚌埠市邮电局自1979年

以来，先后恢复和开办了代发广告、邮件存局候领及乙类保价包裹等

业务；组开了省际铁道邮路；开办了国际台；扩大了集邮业务和商品

包裹收寄范围；增设了支局所和长话代办息I-；新建了市话分局。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蚌埠市邮电局所属各部门的

分工趋向专业化，领导班子及职工队伍向年轻化、知识化转化。1983

年底，全局有职能科室十个，生产科室十四个，支局二个，邮电所十

六个。在支局、所中，市区十个，郊区农村九个。全局共有职_工967
R



人。其中男654人，女313人；党员251入，团员204入；局级干部u

入，科级予部34人；工程技术人员97人(助理工程师、助理经济师、

工程师、技师33人)，占职工总数10％；行管人员80人，占职工总数

8．2％；全局三十五岁以下职工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大中专及高中文

化程度的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

建国三十多年来，蚌埠邮电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它与国

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四化建设的需要还不适应。蚌埠市的工业总产值

比解放初期增长65．27倍，平均每年递增15％。而邮电业务总量只增

长7．1倍，平均每年递增7．3 1010；邮电局所增长7．5倍，平均每年递增

7．2％；市内电话用户数增长8．18倍，平均每年递增7．2％，电话普及

率更低。

为适应四化建落的需要，蚌埠市邮电局在近期内将努力实现以下

发展目标：

重点发展市内电话。1985年前，建成西郊自动电话分局。1990年

前，建成东郊自动电话分局，市话容量达到10000门。‘

增强长途通信能力。长途报话电路实现载波化，筹建蚌埠微波中

继站，1985年前，实行长话全自动拨号。1990年前，长话直达电路达

到150条，电报电路达N30条。

建成火车站邮政枢纽大楼，弓1用各种邮政专用设备，并建设邮运

车辆维修中心。1990年前，增设邮电支局所十处，新建职工宿舍6000

平方米，职工总数达到1300人，年收入比1983年翻一番半，达到800

万元，为本世纪末实现邮电翻三番的宏伟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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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9～l 9 8 3)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

凤阳邮政局在小蚌埠正街设立邮票代售处，此为蚌埠邮政开办之

宣统二年(1910)

“大清邮政”南京邮政总局在蚌埠二马路东段路北设立蚌埠邮政

一九一三年 ．

● ●

蚌埠邮政局由华东邮界南京邮政总局划归安徽邮政管理局管辖。

一九t一五年
’

中央交通部在蚌埠设电报局，局址在升平街。并被定为二等乙级

一九二二年

蚌埠设置电话局。电话局附设于电报局肉，业务由电报局局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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