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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视 修“志”

有利于当代、有功于千秋

《金沙邮电志》正式出版间世，它以客观、翔实的篇章，发扬了

志书荐史，资政、启迪、教化的作用，记录了金沙县邮电事业从无到

有，从原始到高级坎坷艰难的发展历程；表现了在历朝历代以及新中国

成立以来各时期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社会的发展离不开

邮电事业的进步，教育人民和邮电系统的干部、职工要热爱、理解、

支持邮电工作。

志书出版，当以此为镜，籍以推动邮电事业更上一层楼，为适应

和推动社会的进步步上一个个新台阶。

热烈祝贺《金沙邮电志》正式出版

祝金沙邮电事业兴旺发达

金沙县志办公室主任温贤民

一九九三年



凡 例

一、编写《金沙县邮电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产历史问题的诀议》为指导

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实记述。

二、本着“略古祥今、略远祥近”的原则，对古代通信和近代通

信从略记述，对现代邮电特别是当代邮电则从祥记述，力求系统地反

映金沙县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记实方法编写，据事直书。即将收集、调查得来的

资料，经过整理鉴别后，分门别类地进行记述。志书对邮电发展史的

记述，无论是非和成败得失，均按事实编写，不加评论。

四、本志上溯未限，下限断至1 9 9 0年1 2月。

五、《金沙县邮电志》的资料来源于本局和毕节地区邮电局、省

邮电管理局、遵义地区邮电局史志办公室的历史档案，《贵州近代交

通史料》、。《贵州箔邮电史志资料汇编》、省局和毕节地区邮电局史

志办的资料卡，以及金沙县邮电局离退休邮电职工及在职的邮电职工

提供的文字资料和口头资料。

·编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



序

《金沙县邮电志》出版了，这是金沙县邮电通信历史上的第一部

志书。它如实记载了金沙县邮电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观点正确、资料

翔实、体例完备、专业特点突出，文字通顺。这是我县邮电职工一项

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为金沙县邮电事业的建设发展，可起到“存史、资

治、教化”的作用，亦能达到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目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让人们了解昨天，认识今天去创造美好的明

天。建国4 0年来，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要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不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省请、县请，不但要了锯今

天，还要了解过去。对我们来说，还要了解邮电企业的局请，否则无

法正确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邮电事业。《金沙县邮电志》的出版，它

保存了文献，积累了历史资料，可为地区、省、全国邮电志提供基础

资料，而且可为我们共同研究金沙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使全县邮

电职工了解过去，珍惜今天，这对活跃思想，推动社会主义通信建

设，培养社会主义邮电建设人才，以至对邮电职工队伍知识化、专业

化，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勿庸置疑，编史修志是一项光荣的、艰巨的、伟大的文化建设工

程，经过《金沙县邮电志》主编和全体编写人员积极努力工作，辛勤

笔耕，终于告成，同读者见面了。在此，我代表中共金沙县邮电局党

组，金沙县邮电局，金沙县邮电局全体职工，谨向《金沙县邮电志》

主编，撰稿同志及工作人员和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的有关部门，单位表

示衷心的感谢。《金沙县邮电志》记载了金沙县通信的兴衰，演变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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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时总结了建国4 0年来金沙邮电发展的经验教训，这对各级

政府提供借鉴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制定邮电发展规划，实现邮电通

信现代化，对邮电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具有重要作

用。它是一部宝贵的行业性专志，我对《金沙县邮电志》间世而感到

由衷的高兴，特作此序。

曾治强

1 9 9 2年6月

·3·



概 述

金沙县设立县治较晚，在未设立县治前，城关镇称打鼓新场。北

距赤水河，南距乌江各一百余里，位于黔西、大方、仁怀、息烽、遵

义、毕节和四川省的古蔺之间。打鼓新场是贵州省四大场镇j羔一，解

放前，是仁岸官盐运销集散地，据《贵州近代交通史料》统计，茅台

至金沙一路，每月运盐次数平均为4至5次，每次运盐人数约一千

人，马5 3 0匹，运盐数量达四百吨；金沙至滥泥沟(今黔西县大关)

，一籍，每月运盐次数平均为4至5次，每次人数约一千五百名，马二

百四十匹，运盐三百吨。由于上述原因，商业非常发达。

未设县治前，元代设沙溪等处长官处，明代设沙溪巡检司，清代

设沙溪汛

金沙境内何时设驿站无史可查考，有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二十八

年(公元l 6 0 0年)，贵州总督李化龙上奏万历皇帝， “播州善后

事宜十二事”，其中一款是恢复沙溪驿站，设马十匹，伏二十名。沙

溪驿站和渭河驿站均由沙溪巡检司管理。清代雍正年间，沙溪巡检司

改设沙溪汛，驿站改称为沙溪递铺。

打鼓新场由于地处七县之间，又是仁岸官盐集散地。商业非常发

达，外地客商往来很多，场镇又有驻军和政府机关，设立邮政机构势

在必行。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 9 l 0年)十月二十二日，经省副邮

政总局呈报邮传部批准，设新场二等乙级邮政局，局址在骡马街荣威

通j禹址。先后开办并管辖泮水、安底场、沙土场、矛坝场、鲁班场、

石场、清池镇、中心场、大岚头等邮政代办所和信柜。宣统三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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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 9 1 1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场邮政局改为邮政代办所。民国十

年(公元1 9 2 1年)新场邮政代办所改为新场三等甲级邮政局。民

国三十年(公元1 9 4 1年)七月，新设金沙县治，新场邮政局改称

金沙县邮政局。公元1 9 4 9年1 2月1 5日，金沙解放，金沙邮政

局被人民政府接管，六名职工全部原职留任。

民国十六年(公元1 9 2 7年)架设遵黔支线，线路完工后，设

立新场电报局。1 9 5 1年4月9日，金沙县政府台与金沙县邮政局

合并，合并后，改称金沙县邮电局，全局有工作人员九名。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 9 3 5年)八月，新场电话分局成立，
1 9 5 3年7月5日，金沙县邮电局正式接管地方电信，至此，邮

政、电报、电话三家分设的局面结束，由邮电局统一经营。当时的电

信设备只有农话交换7饥--l-门，市话交换机十门、农话杆路一百四十

三公里，通信设备陈旧落后，电报装用的是人工收发报机，电话装用

的是老式人工磁石交换机和电话单机，邮政运输靠人背马驼，邮路只

有四条，邮路总长1 4 5公里；民众交一封信要走几十里路，使用电

报、电话更是望尘莫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邮电工作的重点是聱治原有的通信设

备，调整邮电网路，在各区相继建立自办邮电机构，到1 9 5 7年3

月1 1日，全县各区都建立了邮电所。

1 9 5 5年以前，全县只有十一个乡通电话， l 9 5 6年至

1 9 5 9年是农村电信大发展时期，四年时间共架通农话区乡线路
3 5 7。3

4杆公里，在这一时期有七十七个乡接通电话；邮路总长
度由解放初期的2 9 0公里，迅速增+至1 1 8 8公里。

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邮电通信受到干扰，邮电业务量下

降，业务收入减少，通信企业亏损，邮电设备严重失修。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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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 9 1 0年)十月二十二日。打鼓新场虽不

是县治所在地，但由于地处七县之间，又是仁岸官盐集散地，商业非

常发达，外地客商往来很多，场镇又有驻军和政府机关，设立邮政机

构势在必行。经省副邮政总局呈报邮传部批准，设新场二等乙级邮政

局，局址在骡马街荣盛通旧址。先后开办并管辖泮水、安底场、沙土

场、茅坝场、鲁班场、石场、清池镇、岩孔、中心场、大岚头等邮政

代办所和信柜。

清代宣统三年(公元1 9 1 1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场邮政局改

为邮政代办所。

民国十年(公元1 9 2 1年)，新场邮政代办所升为新场三等甲

级邮政局。

民国三十年(公元1 9 4 1年)七月，新设金沙县治，县政府在

新场宣告成立，新场邮政局更名为金沙县邮政局。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 9 4 3年)，金沙县邮政局和金沙县电报

代办所合并营业。合并期间的主管人，是当时历任邮政局长。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 9 4 3年)十二月，金沙县邮政局和电台

分开。

公元1 9 4 9年1 2月1 5日，金沙解放。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李旭华带队接管了县属各机关。金沙县邮政局同时被接管，邮政局长

周承箴和其他邮政员工均留任原职。留任员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

持工作岗位，使邮政通信得到正常开展。

二、清末民初至金沙解放初期

金沙邮政管辖区的分支机构

民国三年(公元1 9 l 4年)以后，金沙邮政辖区各场镇邮政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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