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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舞钢市邮电事

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裁，以志为主，辅之

以图表、照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三、本志为章节结构，共计8章、35节，节下细目用数字

序号表示。

四、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办法，

以编年体为主。

五、本志上限，追溯到境内邮政事业的发端，着重记述

1970年平舞工程会战开始以来的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下限止于1998年8月。个别章节有所突破。

六、本志中的称谓、组织机构、会议名称等首次出现时使
4

用全称，以后一般用简称；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冠以职务，以后

直书其名；地名用标准名称；历史地名、机构、官职均按当时当

地名称。

七、本志区域概念，独立建置前，直称X X乡、村，以后按

不同时期的建置实际，分别称为平舞工程会战指挥部、舞阳工
t， 区、舞钢区和舞钢市o
。 八、本志采用的资料，来源于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市档案

—k一局、舞阳县邮电局史志办、本局现存档案以及老干部、老工人
提供的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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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舞钢市邮电志

阿拉伯数字书写，1949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o ． ．

九、本志采用的资料，来源于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市档

案局、舞阳县邮电局史志办、本局现存档案以及老干部、老

工人提供的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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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邮电志》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

经过编写人员一年多的努力，奔波于市内有关单位

和舞阳县等地，搜集到大量有关文字资料，编纂成

15万多字的志书，现已问世，是我局一件具有历史

意义的大事o
’

一 ．

舞钢市境内在历史上属舞阳县管辖，当时在邮

电通信方面，只不过是舞阳县邮电的分支点，没有

较大的发展。邮驿始于清道光十三年(1832年)，

舞阳县驿站在境内栗林铺、接官厅、尚店分别设

铺。邮政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舞阳县邮局

在境内接官厅、尚店、尹集、武功、王店设邮政代

办处，在安寨、梁八台(八台)、庙街、辛集设信

柜。电信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舞阳县架设

环境电话，在境内武功、尚店安装了单机。

新中国成立后，舞阳县邮电局先后在境内6个

乡(人民公社)所在地，即尚店、武功、尹集、八

台、枣林、杨庄设立邮电所o
j

。’

一舞钢市邮电通信事业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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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舞钢市邮电志

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o 70年代初，国家在境内建设

生产特厚钢板的大型钢铁企业，市政建设同步进

行，邮电通信首当其冲，由筹建到正式建局，而后

逐渐发展壮大o‘ 。

舞钢市邮电局从1973年正式建局，到1992年

已有20年的历史。全局广大干部职工在上级的正确

领导下，奋力拼搏，积极进取，使邮电通信事业取

得了巨大成绩o 1992年同1973年相比，邮电业务

收入增加26倍；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增加9倍，并

由磁石式人工交换机发展为纵横自动交换机，1994

年又开通了7000门程控电话，农村10个乡全部开

通程控电话，真正实现了长途传输光缆化，市内交

换程控化。此外，移动通信(即BP机、大哥大)

的发展也初具规模。邮电事业的迅猛发展，为舞钢

市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o

盛世修志，鉴古明今o《舞钢市邮电志》全面

系统地记述了我市邮电事业的发展过程，资料翔

实、图文并具，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邮电专业志

书。它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将为舞钢邮

电事业的顺利发展与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历史借鉴

和科学依据；为我们在职工中进行传统教育，热爱

羹L葱镙翟盔≮鲡鼍一i景0lP，}k攀墓寥～『．知，{譬。豁

，麓篆。



序一 3

邮电事业教育和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

提供可贵的历史资料，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的事业。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舞钢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平顶山市邮电局和舞阳县邮电局等单位的热情

关怀和指导，同时也得到本局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

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舞钢市邮电局局长、党组书记李铁朋

199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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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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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邮电经营体制发生重大变改、邮电企业

分营工作紧锣密鼓、有条不紊进行之际，《舞钢市

邮电志》在平顶山市邮电局史志办等单位的鼎力支

持、指导下，再易志稿，反复修改，终于编纂成

册，付梓问世，为舞钢市的邮电事业留下了一篇完

整的历史记载，令人欣慰o

《舞钢市邮电志》是舞钢市邮电事业发展史的

缩影。它较为详尽地记录了舞钢市邮电局从平舞工

程筹建、建局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发展壮大于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大潮中这短短25年中历经社会划

时代巨大变革的发展过程o

路德自1997年5月奉调供职于舞钢市邮电局。

在这近500个日日夜夜里，我了解了舞钢市邮电事

业日新月异的前进历程，亲眼目睹了广大邮电职工

无私奉献的动人壮举，倍受鼓舞，不敢懈怠，也为

舞钢邮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微薄努力。时值今日，7

舞钢市的邮电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不长的

时间内完成了从磁石交换机一继电式交换机一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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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转换，市话三分局、四分局相继建成运营，

全市电话容量13000门，市话用户达7000部，农话

达2200余部；移动电话实现全国联网，无线寻呼全

省漫游；1997年底，全局固定资产总值6220．75万

元，邮电业务总量完成2098．73万元。邮电职工为

舞钢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前进

中的邮电事业留下了光辉的一页o

’适应国家大局的变化，舞钢市邮政局、电信局

将于近日正式挂牌，舞钢市邮电事业面临一个新的

发展里程碑o《舞钢市邮电志》适时出版，为人们

留下一份较为完整的系统资料，实为一件具有深远

意义的大事o
’

”’7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机遇和挑战并存，

希望与困难同在。衷心希望全市邮电系统职工毋忘

历史，珍惜未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勇于创

新，7开拓进取，为舞钢市邮电事业跨世纪的发展再

写新的篇章。

舞钢市邮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何路德
+ ’。 1998年9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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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舞钢市是从70年代初开始兴建的以钢铁工业为主导的

新型工业城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东部余脉与黄淮平

原交接地带，平顶山市东南75公里，地处北纬33008’00"至

33025724"，东经11302l’27”至113"40’50"o南北长32．19公里，

东西宽30．10公里，总面积645．67平方公里。东连西平县、

遂平县，南邻泌阳县，西与方城、叶县接壤，北与舞阳县毗

连o 1997年，市辖7乡3镇，4个街道办事处，187个行政

村，837个自然村。全市有93089户，总人口318517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92056人，农业人口226461人。市人民政府驻

垭口。 ．

舞钢市历史悠久。春秋时为柏子国，后为楚所并。战国

时属韩，称合伯，是著名的冶铁重地。汉代以后分属于汝南

郡西平县和南阳郡舞阴县。北魏时为西舞阳县，隋时为北舞

县。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为舞阳县。此后历代沿习未

变o‘
一

·， 。

舞钢市因钢而兴，缘钢而发o 1970年10月，+平舞工程

会战开始，成立河南省平舞工程会战指挥部o 1972年3月，

成立河南省平舞工区市政建设处o 1973年12月，成立河南

省革命委员会舞阳工区办事处，划舞阳县南部6个公社为其

辖区，属省直辖(地市级)，从此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o

1977年5月，省革委舞阳工区办事处撤销，划属平顶山市。

同年11月，以当地国家部属企业舞阳钢铁公司命名。称舞
钢区(县级)o 1979年10月改属许昌地区o 1982年10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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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归平顶山市o 1990年9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舞钢

区，设立舞钢市(县级)o．

舞钢市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工业发达，环境优美。境

内矿产资源50余种，其中铁矿石含量6．6亿吨，是全国十

大铁矿区之一。许(昌)泌(阳)公路贯穿全境，平(顶

山)舞(钢)铁路与焦枝线相连，漯(河)舞(钢)铁路与

京广线相接，境域乡村实现村村通油路。邯郸钢铁集团舞阳

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原冶金部舞阳钢铁公司)拥有4．2米大

型轧机、75吨电弧炉、90吨超高功率电炉和1．9米板坯连

铸机，是国家特厚特宽钢板重要生产科研基地。其他还有安

阳钢铁公司舞阳矿业公司、中色六建平舞公司、中色地质四

队、石漫滩水库管理局等驻市企事业单位。石漫滩水库位于

市区中心，蓄水面积8．5平方公里，周围环绕国家级森林公

园，使舞钢市集山、水、林、城于一体，成为中州大地独具

特色的现代化工业旅游新城o ，

’

． 舞钢市境域的邮电事业，在历史上是非常落后的。史料

记载，清道光十三年(1832年)，舞阳县驿站在境内栗林

铺、接官厅、尚店分别设铺传递公文：民国十一年(1922

年)舞阳县邮局在境内接官厅、尚店、尹集、武功、王店设

邮政代办处，在安寨、梁八台(八台)、庙街、辛集设信柜。

民国十六年(1927年)，舞阳县创办环境电话，通住境内尹

集。民国二十年(1931年)，武功、尚店安装了电话单机。

新中国成立后，舞阳县邮电局先后在境内尚店、尹集、

武功、八台、杨庄、枣林等6个乡(人民公社)建立了邮电

所o 、

平舞工程会战开始后，1972年5月，成立平舞工区市政

建设处交邮(交通、邮电)组、电信组o 1973年6月，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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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邮政局、电信局o 1974年4月，邮政、电信两局合并为

舞阳工区邮电局(地市级局，直属省局)o随行政区域划分，

将舞阳县南部6个公社邮电所移交工区邮电局管理o

1977年11月，舞阳工区邮电局撤销，成立舞钢区邮电

局(县级局)。1990年9月，舞钢区改市后为舞钢市邮电局

(仍为县级局)至今。

舞钢市邮电局隶属平顶山市邮电局管理，同时在党、政

方面接受舞钢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辖垭口、寺坡、朱

兰、院岭、尚店、杨庄、尹集、武功、枣林、八台10个邮

电支局，李辉庄、市场街2个邮电所，寺坡、垭口、干休路

3个邮政储蓄所，另外还有154个邮政代办所。每个支局平

均服务面积约40平方公里，服务人口21234人。

舞钢市的邮电通信事业随着舞钢工程和城市建设逐步发

展壮大o 1973年建局时，仅有磁石交换机2台，总容量200

门，用户71户o 1983年发展到纵横制自动交换机1000 f-j。

1992年扩容为2000门，市话用户1335户，并实现微机计次

收费o 1994年，开通6000门程控电话，1995年市话三分局、

四分局相继成立，分别开通4000门和1000 f-j程控电话，农

村10个乡(镇)村村通了程控电话，80％的自然村也通了

电话。1997年，市话总容量11400门，市话用户6634户，

农话交换机2250门，农话用户1800户。长途电话实现国

内、国际直拨。移动电话1993年开通，1997年发展到1237

部。无线寻呼1992年开通，1997年发展到3542部。电报业

务由人工机械电传，发展为全电子电传机，进入全国自动转

报系统o 1997年邮电业务总量完成2082．37万元。全市邮路

3条，其中汽车邮路2条，摩托车邮路1条。市区投递线7

条，农村投递线15条，城乡投递全部实现摩托化。邮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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