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尊ij‘≯◆ 1_：。篡一∞

整0涔-|曳罐?总
ZH}J{ANG olAN》(I NZHr

√

湖南誉毫憔蒋泣公司芷江罢分公司

? 二oo六耷÷一胄



芷’江电信
I▲．．L

J断

绢剽、组分管领导：谌志农
组长：杨荣铁

成员：张青平

卿震中

罗桂生

编 辑：卿震中罗桂生

主 编：罗桂生 一．

资料收集：卿震中罗桂生
’

审 稿：舒晓杨荣铁湛志农

简平湘向明

怀化市电信分公司修志办

校 对：卿震中罗桂生



序

t首次编纂《芷江电信志》是芷江电信史上的一件大事，是

人们了解芷江电信演进历程权威性、历史性的文献。

我国近代电信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有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i瓜分租界、争夺势力范围，形成

“国中之国：’。他们在这些口岸、租界和势力范围内，擅自开

办电信机构，架设通信线路，形成经济特权区和特殊通信体

制，和关税不能自主一样，国有电信机构也失去了自主权，不

仅利益外流，还处处受人挟制，管理大权为洋人掌握、仰人鼻

息，这种依附洋人的状况．j直延续了半个世纪。

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芷

江(沅州)首设电报机构”。因业务少，连年亏损，几经撤

设，又与邮政几经合并，但仅只是邮、电局址的合并，人事、

财务管理等制度，仍各自分立。

1949年10月2日，芷江解放后，电信事业才获得新生，迎来

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

针，指引广大员工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不

断改善经营管理，扩大业务范围，更新设备，引进先进技术，

电路遍布各地，城乡一体，息息相通。“人民邮电”在党和国

家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

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芷江电信事业发展更加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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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并向高科技迈进，其演进历程能为后代人提供历史借鉴，

对于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必将产生实用价值和特殊的社会效

益。

近年来，芷江电信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业务

量和业务收入连年增长。1992年甩掉“摇把子”电话，1994年

万门程控电话投产，同年移动通信电话开通，从而彻底改变了

通信落后的状况。在通信能力上，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结合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光缆和宽带通信业务进入了家庭，实现个

人通信服务(P．C．S)，具有数字化、综合化、智能化的特点，

从而对传统的工农业结构产生强烈的影响，芷江电信也将在芷

江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编纂期间，二位年逾古稀的“老邮电”，克服资料不全、

酷暑高温、条件简陋、身体不适等诸多困难，于二百多碚完成

了近20万余字的修志初稿工作。其工作激情、敬业精神和惊人

效率，值得我辈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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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I、本志系芷江首部电信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按照历史

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芷江电

信通信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史

料性的统一。

2、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2005年，

有些部分延至成书之时。

3、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章、节、

目结构，全书共分7章20节47目。首设概述，统摄全志，中设章

节为志书主体，附录列为志尾。以语体文据实叙事，力求体现

地方和专业特色。

4、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每

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地名书写，以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地名

为准，如有变化．则夹注今名。

5、志中所用数据，以湖南省邮电管理局所编制的《湖南省

邮电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上未有数据者，则采用有

关部门的数据，计量单位．一律公分制为准。

6、本志资料来源于湖南省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市档案

馆、湖南省邮电管理局资料室及县档案馆，县史志办和县分公

司档案室．并收集了部分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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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7、对有贡献的人物以事系人，模范先进人物简介事迹或列

表入志。

8、本志所用行政名称，均为当时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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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芷江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部。东邻怀化，．南接洪江

(原黔阳)、会同及贵州省的天柱县，西连新晃及贵州省万

山，北界麻阳及贵州省的铜仁。总面积,．2098．89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40．04万亩，林地面积193．59万亩，’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年平均气温15．8℃一17．3℃，平均湿度16．5。湘黔铁路、

320国道，从境内通过，上海一昆明高速公路途经芷江县城。穿

越芷江东西，怀化至芷江、芷江至新晃段即将竣工，全线将于

2007年底贯通。旅游业有：受降坊L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

津桥一世界风雨桥长之最；天后宫一内地唯一的妈祖庙，石
刻牌坊堪称一绝；‘蟒塘溪——旅游，会议首选之地；明山—-j篚
江周边十数县·(湘黔川)潮山圣地。1沅水支流舞水河横贯西

东。沉睡60余年的抗日战争芷江军用机场于2005年12月19日复

航，南方航空公司客机每日一班往返于广州、长沙i芷江之

间。

全县5个镇，23个乡，l-1个居民委员会。均有公路相通，

299个村通车率90．2％交通便利，全县总人E1 36万余人，8．5万

户。目前芷江尚属贫困县，全县80个村属贫困村。

芷江，有史以来居于重要的交通和军事位置。自古以来是

通往大西南的要道，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它作为控制湘、黔、

JII、滇的军事要地。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史

上曾是路、州府、县治所。尤其是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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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此设置四川、湖广、贵州、云南部督府和编沅巡抚。抗日

战争时期，芷江是重要的中美空军基地，中央和地方机关大量

迁入，车船穿梭，军旅云集。人口骤增，县城入口由原不足3万

人，猛增至10余万人，出现了空前的战时“繁荣”，时有“小

南京”之称。 “，

1945年8月21日，抗战胜利的受降洽谈曾在此举行，．从

此，芷江便成为驰名中外的抗战胜利受降历史名城。 ．

芷江的电信业起步于清宣统二年(1910)，是年芷江成立

沅州电报分局，与凤凰厅的电报线路相连，可直通省府。后因

经营不善，年年亏损。-于民国21年撤销。两年后又恢复为沅州

电报营业处，年末更名为芷江电报局。． 、’

民国25年6月2日，320国道湘黔公路辰·芷·晃段正式通

车。翌年，．县城始有一两户市内电话，乡间也开始架设少量电

话线路。 ． ．．
．

。

抗日战争期间，因中央和地方军政机关的进驻，及沦陷区

商贾；；难民的大量拥入；．．芷江成为西南重镇。一加之湖南省电信

管理局和武汉第三区电信管理局相继迁至县境，芷江曾一度成

为与省内外相连的通信枢纽。

．民国31年芷江装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供电式电话总机，当时

全国除芷江外，，只有重庆、桂林两处使用，民国34年(1945)，．8

月，抗战胜利受降会谈在芷江举行。此前，．芷江与重庆间无直

达电话线路，电话均由贵阳接转i，程序繁锁，很不方便。因受

降会谈联络所需要，由重庆空运从美国进口的600瓦无线电报电

话双用机一台至芷江，直通重庆；保证了受降会谈通信的畅

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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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入芷江的军政机关，商贾、难民，先

后迁出或返回原籍，大部分电信通信技术人员和机械设备陆续

调走．营业额也随之急剧下降，芷江邮电呈萧条状况．o

1 949年lO月2日，芷江解放，县邮电局为军管会派军代表接

管。按照不打乱原有企业机构，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方针。

邮电原有的49名职工，一律原职原薪继续留用(包括长途线务

站应为60人)。 。

．

1 950年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邮电事业得以迅速发

展，邮电技术设备不断更新，邮电网络由县城向乡村不断延

伸，邮电的业务总量也在不断快速增长。‘

；．1959年全县的邮电业务总量比1950年增长2．3倍，邮电分支

机构由14个增加到28个，职工人数由49人增加到132人。

60年代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三线建设”

和战备思想指导下，芷江的邮电业务曾一度出现过空前繁忙和

营业额创县内历史最高纪录的景况。1970年下半年，湖南省湘

黔、枝柳铁路建设指挥部设立于芷江．随后大批筑路民工进驻

县境。1971年修建湘黔铁路“大会战”。。数万外县民工使用邮

电频繁，仅电信就安装了12路载波，电报更换成电传打字机，

省局和各兄弟县局抽出职16名支援芷江。 ，

1 972年湘黔铁路通车后，，省铁路修建指挥部和各县指挥部

及民工的撤离，邮电业务曾一度下降，但从总的情况看，县邮

电事业仍呈继续发展趋势。1977年底县邮电业务总量比1959年

增长2．4倍，市话年末户数增长2．2倍，电传打字机2部，载波电

话终端机3部，市内电话磁石交换机容量由1959年的99N扩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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