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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一部反映内江地区邮电事业发展的《内江地区邮电志》，通过修志人员的积

极努力和广大邮电职工、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在改革的潮流中诞生了，我感到

由衷地喜悦，表示热烈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力，翻开中国近代史，是反动政府丧权辱国的罪恶史，也

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

入侵，中国于十九世纪的中、末期，先后创办了邮电。直到1887年，内江地区始有

’电信，1902年始有邮政。在旧中国，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邮电一

直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工具，并直接掌握在美、英、日、

法等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手中。他们利用邮电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

削，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由于旧中国经济不发达，邮电事业十分落后，邮件运输主要靠人背肩挑。邮

运人员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常年跋涉在深山圹野，乡间小道，传递速度非常缓

． 慢，边远地区邮政通信则更加困难。电信设备主要仰赖于外国进口，中国成为帝

国主义推销陈旧机械的市场。。西门子"、。中英庚款"等早已过时，破旧不堪的电

话机随处皆是，通讯质量极为低劣。难怪人们讽刺说：“电话电话，又聋又哑，欲速

不达，真是笑话!"这是当时通信的真实写照。可是就连这点可怜的设备，也是多

集中在大、中城市，为官僚、买办阶级服务，广大人们是无力问津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内江地区邮电事业获得了新生。经过

广大邮电职工的艰苦努力，把一个百孔千疮、濒临崩溃的烂摊子，建设成为一个

拥有现代化通信设备，机构星罗棋布，网路四通八达，使用方便的社会主义新型

企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

发展，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

编纂志书，是继承和发扬我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于今天，规划于未来，促进生产建

设更好地向前发展的一件大事。《内江地区邮电志》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内江地

’区邮电事业98年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建国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邮电建设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从中可以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电事业又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猛地向前发展，大大改变了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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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通信面貌，充分显示了内江地区邮电事业发展的光辉前景。阅读此书，深

感创业之艰辛，胜利来之不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l它的问世，对于加强职

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激发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搞好两个文明的建设，无疑

是一部生动实际的良好教材。这本书能给人以鼓舞和前进的力量，激励我们为实

现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为了编好这本志书，三年来，编采人员不顾年老体弱，冒严寒，顶烈日，多方

查找档案，四处搜集线索，积极抢救口碑资料，从本地到外地，从局内到局外，到

处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足迹。在编写过程中，他们遵循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事实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三者的统一。

尽管此书有不足之处，但它却做了一件上对祖宗，下对子孙有益的大事。但

愿广大邮电职工能够从中受到启迪，获得教益，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在改革的洪流中，锐意进取，开拓前进，以更加丰硕的成果为邮电事业

的发展谱写更加绚丽的新篇章!

《内江地区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谭炳祥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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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所记述的范围是内江地区现有八县一市的邮电企业，对地区内隶属

省管的长途线务站也一并记述。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以生产为主线，突出专业特

点，着重记述地区内各个时期邮电通信的重大发展。尽力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

色。

四、本志上限从地区内成立电报局(1887年)、邮政局(1902年)起，个别需要

追述的不在此限，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记述至1986年)。

五、本志采用横分竖写的体例，以章i节为记述层次，运甩志、记、图、表等形

式，以志为主。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事本末体编写。力求文风严谨、朴实，语言简明通俗。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内江地、市、县档案馆，内江地区邮电局

档案室，各县邮电志，以及经过核实，慎重选用的口碑资料。

八、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史实，用朝代、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志中称‘‘建国前劳、“建国后"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

九、本志首列。概述"，分四章，二十四节，全书二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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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架设了成渝电报线路，从此，区内的隆昌、内

江、资州、简州等县有了过境线路。并相继成立电报局。

各局初期的电报机械设备十分简陋，使用原始的莫尔斯机和电话机，作人工

话传电报。

建国初期，内江局电报机械设备仅有电话机3部、莫尔斯机1部、音响器2

部。区内各局均采用电话机作话传电报。

1960年，内江与成渝两局开通电传电报。

1975年，全区各局均使用了电传机通报。

1980年8月，开通内江至重庆16路载报电路。1981年底，分别开通内江至

资中、简阳、隆昌、安岳、威远及乐至(更换)共7个县局的单路载波插报电路。

从1979年起，全区各局普遍采用五单位自动发报机。

1985年起，内江至成渝电报电路安装了BD477型全电子电传机6部。内江

局还装用了中文译码机1部，首次采用译码机翻译来报。这一年，全区电报电路

共有29路。其中：无线电路8路。有线电路21路。全部实现电传载波化。全区

幻线电路已不采用，全部采用载波和实线沟通。

建国后，全区计有长话电路16惫，可通达成渝及与本地区邻近的部分县。全
区装有长途交换设备的局(处)5处，共有磁式交换机6部／110门。 ·

1958年，以内江为枢纽的全地区长途通信网初步建成。

1960年，内江至区内各县的电路，除简阳外，都装上了载波机，基本上实现

了长话电路多路化、直达化、载波化。

1962年，长途通信设备通过调整，内江至各地的长话电路共有27条。

1970年，内江至资中开通晶体管ZM202型三路载波机1部，这是内江局应

用晶体管载波设备之始。

1976年，内江长途台共有长途有线电路35条。其中：载波电路19条。内江

局共计装用载波机16端。其中：单路1端、三路11端、十二路4端，装用十二路

载波增音机5部。

1985年7月底，成渝明线通信干线改建1800路四管中同轴电缆载波工程

全部投产。从此，内江地区的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局的载波设备容量，

由原有的168路，增加为777路，共增长3．6倍。

自1978年至1985年，全区长话载波电路容量增长5倍，长话出口业务量增

长80％。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1981年，内江长途台安装长途半自动设备DDl4一端，开通内江到成都半

自动接续电路3条，成都到内江半自动接续电路5条。到1985年底，长途半自动

接续，内江长途台可直接拨全国十个省、市。

建国前，区内各局，除内江于1941年开办市话业务外，其他各局均无市话。



概 述

建国后，全区各局逐步建立市话通信，到1957年，各局已初步建立了人工市内电

话局。 ： ，‘‘l

1958年及以后的二十余年中，由于实行。电信以长途为纲"的方针，市话一

直发展非常缓慢，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1980年，内江地区的八个市话局，

仍然全部是人工电话局。其中有7个是最落后的磁石人工电话交换机。

1978年后，由于对市话实行了。以话养话一政策和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

起上的方针，从而促进了全区市话的发展。市话用户逐年增加。1985年，全区净

增用户559户，比1979年将近翻了两番。
。

、 一

1981年4月24日，内江局初装容量为2000门的国产HJ一921纵横制市内

自动电话交换机建成投产。
’

1985年8月，资中局自制600门市话镙簧半电子交换机投产使用。

1985年9月22日，隆昌局1000门纵横制市内自动电话交换机建成投产。

1986年10月，内江地区局(现业)完成市话机械扩容1000门的工程。同年，

资阳、简阳两局市话改制，扩容安装10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工程建成投

产。从而使内江地区成渝铁路沿线的五个市、县局的市话，全部由原始的磁石人

工电话改建为自动电话。 i

农村电话的前身是乡村电话。民国九年(1920)，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形

成。为军事通信需要，内江地区各县保卫团，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九年(1925—

1930)间，陆续架设县至乡镇电话线，并不断扩大。部队转移时，由当地政府接管，

逐步改为乡村电话线，主要为军政机关使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各县成立乡村电话管理所，属县政府建设科领导。

建国后，内江地区乡村电话共有：交换点42处、交换机537门，电话机356

部．线路长度2524公里(单线)。这些通信设备不仅质量极差，通话十分困难，同

时还遭到国民党溃军和土匪的破坏，使乡村电话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后在各级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乡村电话才得到迅速恢复，从而配合了城乡各项民主改

革运动。

1956年底，全区各局农话区乡交换站与邮政营业处合并，成立邮电支局

(所)，并开办长途报话营业，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村不通长途电话、电报的历

史。

1958年，全区共建立人民公社444个，全部沟通了电话。后又架设公社至大

队的电话线路。县至区、镇、重点公社都安装了会议电话机。到1961年，全区已

安装会议电话机411部。

1962年，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劳为主的八字方针。此后，社队电话逐年减

少。从1963年起，随着农话管理体制的调整，全区农话线路进行了整治和改造。

1964年初，简阳至石桥农话线路，安装水泥电杆80根，省局拨款一万元。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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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省局又购置水泥杆1000根，分配给简阳至养马、石板滩，内江至白马，隆昌至

双凤驿等农话线路使用。此乃农话线路用水泥杆代替木杆之始。从1970年至

1973年，全区农话线路木杆换水泥杆已占整个线路电杆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

内江市区和资中局全部实现水泥杆化，是全区首先完成水泥电杆化的局。

1974年，全区各局完成了农话单线改双线的任务。1977年，全区75个支局

中，已有63个支局实现农话街市线路电缆化，占支局总数的82．89％。

1971年，内江县局在内江至田家、内江至郭北中继线上装通B845C单路载

波机，增加载波电路两条，这是全区农话使用载波电话之始。1978年底，全区安

装载波机达到226部，基本上实现了县至区中继线路载波化、多路化。

1980年，为确保载波电路质量，农话载波设备采用叠加式和分群式三路。各

局已有的B845型单路载波机逐步淘汰。截止1985年底，全区共计安装载波机

210部。其中：单路128部、三路80部、十二路2部。另安装环六路载波机一套

(主机1部、分机6部)。全区共有载波电路202路，其中：中继载波电路165路。

随着四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先进的通信手段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我们深信，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内江地区的邮电事业必将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阔步前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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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
‘

民国三十：年(1943)
。

1月，四川省电话管理处又接收了资中、内江、资阳、简阳、威远等县乡村电

话管理所。
，

‘

因成渝电话线路质量差，三路载波机不能直接开通。于是，在内江牌楼坝e报

房附近)设立帮电站一处。． 。‘
，

．成渝电话线路安装三路载波机，其实线电路由内江、简阳、永川等局定时开

放长途电话。 一

民国三十四年(1945)．
、 o

、

。成渝长话线路经过整治，内江帮电站撤销，成渝三路载波改直开。
●

民国三+八年(1949) ．

‘、．

内江线务段撤销，增设内江机务段和内，江机务站。
^

1949年 、

、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邮电部，主管全国邮电

工作。1951—1952年按照。邮电合一一的统一部署，内江地区各县邮政、电信两局

先后合并，成立邮电局。

1950年 、

● ，

3月后，成渝自办汽车邮路，恢复正常运行。

3月，根据邮电部。邮发合一"的决定，全区各局逐步办理报刊发行业务。

2月7日，内江县便民区(今双才)乡政府遭土匪袭击，乡村电话交换点被破

坏，话务员周俊德为了保证通信畅通，奋不顾身，受到县政府表彰。同年4月3日

《川南日报》以。电话员周俊德抢救总机，报告匪情，内江县政府传令嘉奖一为题报

导了他的事迹。
。

1951年

8月，内江军分区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军邮机构，办理军事邮件的传递

业务。

●

’

1952年
‘

●

元旦，成渝铁路渝内段正式运营，内江到重庆邮件改为铁道运输。同年7月

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内江到成渝沿线邮件改为铁道运输。与此同时，铁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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