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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沂水县邮电志》是沂水县邮电事业的第一部志书。志

书的编修工作是在县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县志办公室和

临沂市邮电局史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编修人员的艰

辛努力而完成的。

邮电部门是党和国家的通信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僚用，处于“先行’’的位置，它通过提供

优质、快速、高效、低耗的通信效能，把社会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加速信息传递，对

孝主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沂水县的邮电事业由来已久，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始建邮政局算起，至今已有98年的历史。但在长时闻内，

这一事业发展极为缓慢。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沂水县建立了“战时邮局”。

广大战邮职工，势了人民的辩放事韭，不怕困难，出生入死，

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武装革命时期的通信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邮电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垒

县邮电网络四通八达，为我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提

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还培养造就了一支以贯彻“迅速、准

确、安全、方便”的方针，坚持“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方向，

并且具有相当邮电业务技术水平，为人民所信赖的职工队

伍。

编书修志，“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使广大邮电职工

了解过去，珍惜现在，瞻望来来，懂得胜利来之不易，立志

为振兴中华，为实现邮电通信现代化丽贡献力量。



本志书分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邮政、电信、企业

管理、工资福利、党群组织、先进集体、英模人物共七篇，

约15万字、书中还有各种照片、图表、图文并茂、资料翔

实，是对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师益友，是“存史”，“资

政”和“教育”的一部科学志书。

在编修中，编志人员经过深入调查，广览档案，回忆、

采访多种途径，从“老邮差、老战邮、老职工”那里抢救IZl

碑资糕从知情人那里核对事实，征集资料达二百三十六万

一千字。本着说今略古，去伪存真的原则，终于写成了这部

志书。

在编修中，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徽了很多艰苦细致的

工作，但因编写的历史断限较长，资料缺乏，经验不足，水

平所限，错误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沂水县邮电局长

兼《沂水县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张成增

一九九八年九月



凡 例

一、《沂水县邮电志》，上限纪年起于1901年没沂水邮政

局，下限纪年止于1998年，共98年多。

二、本志书的编写资料来源：县委档案局、县志办公室、

临沂市邮电局史志办公室、沂水县邮电局现存的文书档案、摄

表、统计资料、走访从事邮电工作的老干部、老工人及知情人

的闪碑资料，经过反复筛选核实，去伪存真，选择具有代表性、

专业性特点的材料，慎重选用。

三、本志书采用记事本末体，以纵向结构为主，横排纵述

即横一般不缺项，纵一般不断线，横陈现状，纵述沿革的方法

进行书写，并随文附以必要的图表。

四、本志书重点记述新中园成立后沂水县邮电事业的发展

变化，也反映了清末、民国、毽伪、战邮时期的近代邮电状况，

尽量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五、本志书涉及的各项邮电资费，一律以当时币制为准。

六、本志书采用的计量单位，一德以当时的计量制为难。

七、本志书地名一律采用县地名办公室普查后的地名。

八、薪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一律按当时年号书写，

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新中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

年编写。

九、本志书暂定为一卷七簇。

十、根据县志办公室的意地，至成韶之日前的重要事件，

尽可能编人大事记。

Ⅸ沂水县邮电志》编写组

一九丸八年九月十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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