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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

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吴忠礼

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华民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伟大民族，中国文化是最著重

历史的文化，华夏历史上下五千年，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感、民

族自豪感。因此，编史修志也就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数千年

来代代承传，生生不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志宝著，其数量

之巨大，牒卷之浩繁，汗牛充栋，举世无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

的独特贡献。

宁夏固原地区，在古代虽然地处边关，但因历史悠久，区位重要，开

发久远，人民勤劳，所以地域文化并不逊于内地，也是春秋留笔，志苑流

芳。其它文化成果且不论，仅就修志一项，早在元代已编修过本地区的第

一部志书一《开城府志》。至明季，固原地区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九

边重镇、西北巨防，三边总督和陕西总兵官同治共驻于此，期间固原地区

的方志也是一修再修。到了清代，六盘山内外各县则更是无县无志了。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

荣带来了勃勃生机。当然，同样也迎来了“盏世修志”百年不遇的良机。《固

原地区邮电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固原地区邮电志》在以董志忠为首的几位有志于家乡和本行业历史文

化事业作贡献的同仁努力下，经过深入调研，实地考察，资料征研，刻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2

学习，辛勤笔耕，历时四个寒署，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80万字的大

作。该志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遵循新编地方志的修纂原则、

基本体例、编撰方法与一般规范要求，使这部专业志达到了较高的质量水

平。

《固原地区邮电志》是一部专业志。这部专业志是固原地区历史上关

于邮传、电信事业的开天辟地之书，首创之功一定不会被埋没，广大邮电

职工和各级领导一定会记住为编修出版此志作过贡献的每一位有功人员。

我亦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行们表示祝贺与感谢。你们的名字与志书同

在，将青史永传。

经朋友介绍，应固原地区邮政局、固原地区电信局、宁夏移动通信公

司固原分公司、宁夏国信寻呼公司固原分公司的邀请，我参加了《固原地

区邮电志》的审稿会议，并草草拜读了志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到了

很多知识和修志经验，对地区邮电系统的几届领导同志和董志忠等同志们

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终于让《固原地区邮电志》正式出版问世而产

生深深的敬意。在志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把读后一点肤浅的感言写出来，以

报求序之约。

2001年春节



序 二

固原地区邮政局局长 牟治中

固原地区电信局局长 李永才

固原历史悠久，通信事业源远流长。战国秦长城横亘固原，使固原成

为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融合地带。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

始设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固原以

其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边关重镇。烽燧沿长城布设，“邮

亭驿置，相望于道”。唐宋以来，固原作为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的地位不断

加强。元明时期，烽燧邮驿更为发达。清代末叶，随着西方文化和通信技

术的传入，近代邮政电信业应时而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电通信逐步向现代化迈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固原邮电部门适时引进先

进的通信技术和设备，不断提高通信水平，综合通信能力进一步增强，到

目前已初步形成现代化的邮政、电信、移动通信网络。固原已进入了现代

通信新时代。

当此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昌明蛊世，《固原地区邮电志》的编修人员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四度寒暑，几修纲目，广

征博采，慎重取舍，详今略古，数易其稿，以80万言记述展现了固原地区

邮电通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并经评审和反复修改，现正式出版面世。这无

疑是我们邮电系统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也是对本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奉献。

《固原地区邮电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观点、新



序言 4

方法编纂而成。发凡起例，革故鼎新；编目结构科学精当，资料翔实，文

字流畅。通览全志，纵贯古今，追述了固原地区通信事业的演变，反映了

邮电职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丰功伟绩，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浓郁的专业特色，是一部浓缩的档案；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具

有强烈的“资政，教化，存史”作用；服务当代，惠及后世，是开展传统教育

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对加快发展本地区邮电通信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借鉴这部志书，可以观兴衰，知得失，受启迪，察未来，从而更好地扬长

避短，开拓前进；更好地发展邮电通信事业，跟上高科技发展的新时代。

《固原地区邮电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专家学者指导和各方面的协

作帮助，全体修志人员以崇高的敬业品质奉献了心血和智慧。在此，深致

谢意。《固原地区邮电志》开了我地区编修通信专业志的先河，功在当代，

益于千秋。今就志书成帙之机，草奉数语，聊以为序，以励创业之精神，共

图美好之未来。

庚辰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努力做到客观、如实地反映固原地区邮电事业发展脉

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成就。

二，本志遵循国家Ⅸ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原邮电部两个11条编志意

见和《宁夏邮电志编纂暂行办法》的具体要求，横排条目，纵述原委，以时系事，以

事系人，以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事物发展，力求突出时代特色、专业特色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近略远。上溯固原古代通信渊源，近代邮电通信自公元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起，下限断至1998年9月17日，个别章节延至1998年底。

四、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固原地区行政区划为准，重点记述固原县暨地区

邮电局现业区域内的通信发展状况。

五、本志以章统摄，大事记在前，附录在后。结构层次设章、节、目三级，章

前设无题小序，提示梗概。述、记、志、传、图、表、录并列，志为主体。寓观点

于资料之中，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六、本志历史纪年，在朝代、帝王和民国年号后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用公元

纪年。用于新旧社会对比的时间代称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和“解放前”的句式表

述。涉及古今地名，一律用当时原名后加括注，凡地名用字已被简化，一律用简化

字，地名改今称的一律写今称，

七、机构名称，沿用历史称谓。为减省文字，甘肃省邮电管理局简称甘管局，宁

夏回族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简称宁管局；中国共产党固原地区委员会简称地委，固原

地区行政公署简称行署。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区内外邮电档案、《宁夏邮电统计资料汇编》和新、旧地方

志书，以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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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固原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地处东经105。10’-106。57 7，北纬

35。14’-37。05’之问。总面积16，783平方公里。辖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

彭阳6县，有127个乡镇，1278个村民委员会，6907个村民小组。1998年末，全

地区人口189．69万人。其中回族人口90．71万人，占总人口的47．8％。固原地区回

族人口占宁夏全区回族人口的49．65％，是我国回族主要的聚居区之一。

固原地区以六盘山为脊柱，分全地区为东西两壁。地形南高北低，海拔大部

分在1500米--2000米之间。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六盘山为地区最大山脉，

其主峰米岗山海拔2942米。六盘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保护区。云雾山自然保护区为自治区级草原保护区。主要水系有清水河、泾河、

葫芦河、茹河等，年径流量约7．5亿立方米。

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有明显的地带性，年降水量在260毫米--820

毫米之间，由南向北递减，降水多集中在7、8、9三个月，俗有“春寒、夏早、

秋雨多"之说。年平均气温4"C一8℃，无霜期99—158天。常有干旱、霜冻、冰

雹、大风、暴雨、干热风等灾害性天气，沙尘暴时有发生。

固原地区自古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1．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9．7亿元，第二产业4．9亿元，第三产业6．6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7603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949．11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33 1 5元。

1994年宝中铁路建成运营，固原地区过境里程163．3公里，固原县城设立宝

中铁路中心站。公路通车里程3156公里，国道109、309、312从境内通过。全地

区50％的乡镇通柏油路，90％的乡镇、70％的行政村通客运班车。

1998年，固原地区共有各类学校1900所。其中，普通高校一所，普通中专3

所，普通中学149所，职业中学7所，小学1740所。现有电视台7个，广播电台

6个，医疗机构15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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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地区历史悠久，烽燧、邮驿通信源远流长。战国秦长城横跨西吉、固原、

彭阳三县，境内长约200公里，重要关隘设有烽火台，“击鼓传声"、“烽火报警"。

秦属北地郡，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析北地郡置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

县城)，郡州级政权建置，决定了烽燧、邮驿通信的基础地位。元封四年(前107

年)十月，汉武帝下令修通由关中通往安定郡的“回中道"。这条大道的开通，为

通往河西、西域和以后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为历代邮驿和战争兵运、民族融

合、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隋开皇三年(583年)改安定郡为原州。

仁寿二年(602年)原州总管独孤楷乘“驿传"去“益州’’(今四川成都)赴任。

说明当时邮驿组织已有相当规模。唐代原州(今固原)是都城长安通往西域丝绸

之路北道东段的重要关隘，交通繁忙，客使众多。诗人卢照邻称：“回中道路险，

萧关烽堠多。五营屯北地，万乘出河西。”

宋代邮驿较前有所发展，建立了递铺组织，实行“军卒代民役”，允许官员私

书交驿传递。北宋与西夏、吐蕃诸部交战近200年，镇戎军(今固原)既是军事

要地，又是区域邮驿网络的中心，邮驿通信兴盛。元丰四年(1081年)开辟了环

州(今甘肃环县)经韦州(今同心县韦州)至灵州的驿道。元符二年(1099年)，

原州(今甘肃镇原)至镇戎军(今固原)驿道向西北延伸至西安州(今海原西安

乡)。元代邮驿昌盛，站赤(蒙语称驿站为站赤)“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

至，声闻毕达”。安西王府设在开城(今固原县开城乡)，又是开城路治所在，开

城路总管府置有在城驿，设专管驿传的官吏2人，州、县所在地驿站设头目2人。

明景泰二年(1451年)修复原州城，始有“固原"之称。明成化五年(1469年)

置固原永宁马驿。成化十年(1474年)置三边总制府于固原。弘治十八年(1505

年)陕西镇移驻固原，称固原镇，为三边重镇的指挥中心。固原驿站随驻军机关

升格改属都察院主管、军卒充役。清代驿站、驿道有增无减。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凡有县一级政权的地方，都有驿道相通。固原直隶州、化平直隶厅、平凉府

属隆德县辖区内，共有3条驿道，12个驿站、3个递运所。铺司遍布州、县治所

在及重要交通路段。共有驿夫145．5名，铺卒202名，驿马227匹，年消费白银

10277．405两。固原直隶州军事通信有南路塘汛6处，北路塘汛8处，分防塘汛3

处，塘兵约70一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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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燧、邮驿通信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起了重要的作

用。清末吏治腐败、驿路梗塞。西方近代邮政传入，造成邮驿并存，邮政优于邮

驿，“裁汰驿站、开办邮政”已成不争之势。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裁驿归邮，官

署文件交邮寄递，近代邮政取代了延续几千年的邮驿“传命’’制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邮政、电信业开始在我国沿海口

岸兴起。西北地区以古城西安为中心，向甘宁青新四省区辐射发展。故而，固原、

隆德邮电业兴起早于宁夏其他地区。光绪十六年(1890年)西安经固原、兰州至

肃州(酒泉)电报线路架通，固原设电报分局，开办电报通信业务。光绪二十九

年(1903年)架设固原经宁安堡(今中宁)至宁夏府(今银川)电报线路。光绪

三十年(1904年)隆德设邮寄代办所，兰州经静宁、隆德、平凉而达泾州的步班

邮路开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固原设邮政代办分局，邮政与邮驿并存。平

凉经固原至宁夏府步班邮路开通。辛亥革命后，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

民国元年(1912年)靖远经海原至固原、固原经硝河至静宁步班邮路开通。

民国2年(1913年)固原电报局升为三等甲级局。民国3年(1914年)固原邮政

局核升为三等邮局，平凉经固原至中卫步班邮路开通。民国10年(1921年)固原

电报局经交通部批准，新建局房29间，解决了海固大地震后的用房问题。民国18

年(1929年)固原三等邮局核升为二等邮局，三等电报局降为四等电报局。民国

23年(1934年)交通部令邮电合设，7月15日邮局迁入电报局，邮租电房同厅营

业，不久合设自行消失。民国25年(1936年)兰州经隆德、平凉至西安铜质长话

线路架通。固原县政府购置10门磁石式电话交换机一台，开办环境电话，此为固

原县市内电话、农村电话之始。民国29年(1940年)甘肃省拨款架设中宁至固原、

海原至靖远、华家岭至张易堡防空电话线路。民国33年(1944年)lO月21日，

固原电报局奉命改称电信局，开办长话零售业务。民国35年(1946年)固原邮局

核升为电汇转汇局。民国37年(1948年)开办收寄大宗邮件业务。

固原邮政、电信开办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虽曾开设多种业务，但业务量增

长不多，事业发展不大。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大西北为战略后方，固原一度繁荣，

邮电业务量随之上升。固北县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应革命形势发展而建立，因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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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合作，随县政府撤销而撤销。存在时间不长，却显示了人民邮政的光明前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固原兵连祸结，经济凋敝，邮电难以发展。民国

七营电信局和几个军邮局所的产生和存在，显露了军政通信有增无减的独特状态，

足见国民党负隅顽抗之一斑。

四

1949年8月2日固原解放，8月8日邮局开始办公，9日开门营业。电信局经

过紧张的设备抢修，9月恢复通信。邮、电两局动员人力、物力，克服重重困难，

初步建立了正常的通信秩序。1950年推行民主改革，加强民主管理。11月固原至

同心一对铜线修复，恢复正常通信。1 1952年8月12同固原邮政局与固原电信局合

并，成立固原邮电局。邮电部门在配合县、乡人民政权建立、土地改革、抗美援

朝、“三反"、“五反”、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等各项运动中，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通

信任务。同时，纯洁了职工队伍，提高了思想觉悟，为邮电新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从1953年9月起，邮电企业推行计划管理，贯彻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

扫除文盲，开展各种形式的职工文化、技术、业务学习活动。1954年2月开始整

顿基层代办机构，私商代办由27处减为19处，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代

办所由原来的30．8％增加到44．2％。12月，固原邮电局改为甘肃省固原邮电中心局，

负责管理西吉、海原邮电业务，兼营本局现业。1955年地方电信纳入邮电系统，

称县内电话。固原制定了农村电话网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高

潮的到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新设立了张易、王洼、大湾、七营、黑城、店洼、

城阳、草庙等8个邮电所。1956年底，实现了“乡乡有邮路、社社(农业生产合

作社)通电话”的目标。

“二五"、“三五"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二五"

建设头一年，适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固原邮电形成了以专区局为中心的西吉、

海原、隆德、泾源五县通信网络，组建开通了固原至泾源、隆德、平凉自办汽车

邮路。当年，固原市话交换机由100门更新为200门。银川至固原安装开通了单

路载波设备。固原县内电话线路增加到711杆公里，开通了银川至固原自办汽车

邮路。1959年固原专区机要通信局撤销，业务及人员并入专区邮电局。11月23

日，开通固原至隆德幻线电报电路。1960年12月，银川至固原电传电报开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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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左"的错误影响，层层下放邮电企业，“大破”规章制度，为了“大炼钢铁"，

“保证中心”工作，使众多邮电人员脱离生产岗位，妨碍了经营、生产的正常运行。

1961年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整顿

秩序，提高素质。1962年学习贯彻《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和《邮电企业工作

条例》及补充规定，推行“五定”、“五保"，加强责任制，提高服务质量。4月1

日，银川至固原自办汽车邮路改为间日班，逢单日开行。固原地区调整服务网点，

撤销了大湾、城阳、彭堡、关桥、硝河、火石寨等6个邮电所，固原南关邮电支

局降为邮电所。1963年农村电话正式定为地方国营企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

员会授权邮电部门管理。1964年国民经济好转，10月，银川至固原自办汽车邮路

恢复逐日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固原邮电经历体制分合、机构变化。1967

年1月以后，专区及所属各县邮电局先后被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部分工程技

术人员被揪斗。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遭“破除”，生产秩序混乱。

“文化大革命"十年，邮电虽遭动乱，但因中央对战备通信的极大关注和广

大邮电职工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忠于职守，自觉排除干扰，保证

通信畅通。因而，固原邮电业务量稍有上升。1973年12月，固原报话楼工程竣工

验收。1976年3月，HJ-905型4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安装开通，实现了市

内电话自动化。当年，开通了银川至固原、固原至平凉12路载波电话设备，大大

提高了固原邮电通信能力。

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电企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邮电通信作为社

会基础设施，得到了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支持。1979年固原市

话扩容达到800门。1980年宁夏区政府批准收取市话初装费。1981年国家实行“以

话养话”的政策，市内电话利润全留企业。1982年国家确定“以邮养邮’’政策，

邮政利润全留企业用于发展。当年，全面整顿企业，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

策，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

1984年7月，固原地区邮电局企业整顿验收合格。10月12日，宁管局印发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改革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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