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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达拉特旗邮电志》的问世，结束了达拉特旗有史以来没有关于通

信记载的历史。自1 986年开始至1993年4月，我局编志人员查阅了大

量的历史资料和文书档案，收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经过对占有资料的

分类、精选，写出了10万多字的《达拉特旗邮电志》，这部志书系统地、

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达拉特旗两千多年来的通信历史和现状。

《达拉特旗邮电志》记述了从古代战国时期开始的驿站通信，到民

国时期驿站通信的衰落；从中华邮政取代驿站通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邮电通信发展、兴旺的今天，两千多年

的通信史，历历在目。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激励和指导现在，开

拓灿烂的未来，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本志书在编写中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各

位读者给予指正。

达拉特旗邮电局局长张焕炳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



凡 例

一、《达拉特旗邮电志》为部门志，本着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严谨地记述反映达拉特旗通信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为今后摸索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借鉴。

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实事求是。

三、志书上限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五世纪)，下限至1990年12

月31日。

四、体例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事以类聚，以时系事，志为

主体，辅以图表、记、传、录。行文不用夸张、形容等修辞手段，不用“大

概”、“或许”、“可能"等词汇。

五、1911年以前采用帝王或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1年一

1 949年9月30日，采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

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地理名称、机构等以当时当地的称谓记述，必要时夹注现名。

七、统计数字和纪年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

和成语中的数字及数字专用名称，一般用汉字。力求准确、规范。

八、需要说明和解释的事宜，采用夹注。

九、资料来源：有的来自采访和社会调查，有的来自档案、图书和旁

搜杂取。力求去伪存真，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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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达拉特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北部。东西长133公里，南北宽62公

里，总面积8200平方公里。地理座标在东径109。00’——1 10。457，北纬40。007——

40。30’之间。西与杭锦旗毗连，北座黄河南岸，与包头市隔河相望，东与准格尔旗

为邻，南与东胜市接壤，接鄂尔多斯台地北麓，中部库布齐沙带东西横贯全旗。海

拔最高处是南部(俗称梁外)的土石丘陵区，平均海拔1225米；最低处是北部沿

河平原(俗称沿滩)，平均海拔1034米。全旗土地肥沃，疆域广阔。在伊克昭盟

的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达拉特旗辖23个乡(镇或苏木)，232个村民委员会(嘎查)，1493个生产合

作社，人口30．5万，是一个有蒙古族、汉族和藏、满、回、壮、达斡尔等少数

民族居住的旗。

达拉特旗的通信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早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

前287年)，秦昭王置兵北地(包括今达拉特旗部分地区)，修筑长城，长城经过

达拉特旗的敖包梁。沿长城设置了传报边情的驿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秦王政三十四年——秦王政三十六年(公元前212年

——公元前210年)修筑一条从云阳县(今陕西省淳化县北)甘泉山直达九原郡

治所(今包头市西)的道路，途经达拉特旗昭君坟，后称“秦直道”。“直道”上

设有驿站，为传报边情的驿卒提供食宿和马匹。

历史上达拉特旗的驿站，随地区控制权的不断变更，或置或废，变动频繁，但

邮驿通信是历代王朝统治的必备工具。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5年)、唐

(公元618年一1125年)、元(1206年一1368年)代的统治者在达拉特旗都设有驿

站或驿道。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王朝在达拉特旗的吉格斯太和青达门一

带各设置了一个驿站，分属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和左翼中旗。

民国9年(1920年)，包头二等邮政局在小淖(今达拉特旗王爱召，曾是伊克

昭盟六旗王爷会盟之地)，建立了邮政代办所。民国18年(1 929年)8月1日，包

头邮政局在达拉特旗王府(今展旦召)设邮政代办所。

民国23年(1934年)，包头县架通包头县至达拉特旗大树湾的乡村电话线路，

装设电话机一部。这是达拉特旗历史上最早的电话通信。

民国25年(1936年)12月1日，北平邮政管理局扩充蒙旗邮政，在达拉特

旗王府设邮政信柜。包头邮政局在新民堡设置了邮政代办所(原属包头县管辖)。

从此，驿站失去了作用，被现代邮政所取代。
——1——



民国26年(1 937年)，Et本侵略军侵占包头后，达拉特旗境内除新民堡邮政

代办所，其它邮政机构全部停办。

1949年3月18日，达拉特旗解放时，全旗境内仅有达拉特旗王府(今展旦召

苏木)一处邮政代办机构，和一条包头——达拉特旗——东胜的步班邮路。

1953年5月25日，达拉特旗邮电局正式成立，开通了树林召——独贵特拉

(今属杭锦旗)、蓿亥图、吉格斯太、盐店4个地区的四条农村邮路，全长379公

里，其中最长的一条是从树林召镇到独贵特拉的步班邮路，全长133公里。邮运

人员身背邮件，脚踏荒凉的沙漠和人烟稀疏的草原，风餐露宿，需走7天。到1954

年，农村邮路全部改为驮班，全旗的13个区全部通邮。

在发展邮政通信的同时，达拉特旗邮电局在包头——东胜的长途电话杆路上

开通了达拉特旗至东胜的长途电路，架设市内杆路1．26杆程公里，与长话共装

一台25门磁石交换机(长话占一门，市内电话有10部)。

1958年，达拉特旗邮电局在达拉特旗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

村电话建设，全旗架设农村电话杆路322杆程公里，线路386对公里，已成立的

14个人民公社全部通话。

1958年一1965年是达拉特旗邮电通信建设发展的较好时期，全旗21个人民

公社都建立了邮电所，开办邮电业务。全旗191个生产大队达到了“队队通邮”；

农村电话杆路长度从322杆程公里增加到373杆程公里，农村电话用户从27户增

加到238户；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从25门增加到200 f-j，用户话机从10部增

加到163部。

这一时期，达拉特旗的邮电职工积极投身于通信建设，积极参与技术革新、技

术革命、大练基本功和“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并在邮电

生产和管理中建立了一整套相应的规章制度。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部分规章制度被废除，钻研业务技术被批判，

劳动竞赛也被迫中止，造成管理混乱，经济滑坡，邮电通信发展缓慢。

1975年，达拉特旗邮电局为加快农村牧区的邮运速度，将全旗所有农村邮路

全部改为摩托车和委办汽车邮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达拉特旗的邮电通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邮电企业通过整顿，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恢

复完善了岗位练兵、奖励制度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尤其是80年代引入承包

机制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

在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达拉特旗邮电局增办了邮政快件、邮政储蓄、大件

商品包裹、长途特快电话等多种新业务，并开通1000 f-j纵横制市内自动电话交换

机。通信能力、通信水平、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职工生活等方面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到1990年12月，达拉特旗所有23个乡镇(苏木)都建立了邮电支局、

一9一



所，邮电职工增加到186人；市内电话发展到914部；长途电路实现载波化；电

报电路全部实现载波电传；农村电话杆路长度发展到509杆程公里，交换机总容

量达到960 f-j；旗局至农村牧区的邮路增加到7条，全长636公里；乡村投递路

线发展到58条，长度增加到2015公里。

邮电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大幅度增长。1978年邮电业务总量为20．43万元，

1990年增长到58．23万元；邮电业务收入1978年为16．35万元，1990年增长

到86．76万元。几项通信质量指标也创历史最好水平。

全局的固定资产总值从1980年的101．68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398．18万

元；人均劳动生产率按邮电业务总量计算，1978年为1409元，1990年提高到3131

元；职工平均月工资从1978年的54．02元，增加到1990年的1 69．50元；职工

的政治、文化、业务技术、住宅、生产环境和文体活动等方面的水准也在不断提

高。

达拉特旗自然条件优越，地下资源十分丰富。南部的丘陵地带以林、牧为主，

地下矿藏较多，有褐煤、石英砂、白粉球、耐火土、瓷土等。西部地区盛产甘草；

东部平原有世界储量最大的芒硝，北部沿河平原以农为主，粮豆产量居全盟之首，

是内蒙古自治区划定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全旗地方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达拉特

500万千瓦火电厂正在建设中，预计1994年132万千瓦一号机组将投产发电。同

时，达拉特旗也将改为达拉特市。 ．

90年代，是达拉特旗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的年代，为适应“达旗经济要

腾飞，邮电通信要超前”的需要，达拉特旗邮电局已于1991年，将长途电路接入

东胜——包头光缆，1992年完成市话1000门扩容工程，并进入全国长途自动直拨

电话网。大树湾邮电所96门程控电话割接开通，也进入了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

1993年，达拉特旗邮电局将建立无线寻呼和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程控电话楼也将

破土动工，1 994年建成投产，初期容量为5000门，终期容量5万门。1994年，邮

政通信将实现机械化，农村邮运全部改成自办汽车邮路。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达拉特旗邮电局将以新技术、新的通信手段，以不断

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以更加灵活的经营方法和更加完善的服务方

式，满足达拉特旗大发展的需要，为达拉特旗经济腾飞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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