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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城县邮电志

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修志，旨在知兴衰，以

借鉴，图安邦。编纂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的新方志；是社会科学领

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故城县邮电志》，是汇载我县邮电发展状况的一

部志书，它的出版发行，是故城县邮电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故城县邮电事业由来已久，但在长时间内发展的极为缓慢：直到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才

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邮电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取得长足

发展。现在全县邮电网络四通八达，不仅为故城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

生活提供了方便的通信条件，同时还培养了一支有一定业务技术水

平的职工队伍。故城县邮电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非常有必要以专

书叙载．，以期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并保留下珍贵的史料。．

《故城县邮电志》便承担了记载邮电发展的历史重任。它以真实

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故城县邮电事业兴起和发展的全过程，特

别是详尽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城县邮电局干部职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贯彻

“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通过记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县内邮电通信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对

总结经验教训，指导现实工作，深化改革，加快邮电通信建设步伐，有

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故城县邮电志》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体编纂人员艰

苦努力的成果，是制定未来邮电通信建设远景规划的重要依据，是对

邮电职工进行爱国、爱乡和热爱本职工作教育的极好教材。1’为此在

《故城县邮电志》出版之际，谨向关怀、支持、稽导本书编写工作的各

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i

由于我们受水平限制，加之编写经验不足和资料匮乏，志书中错

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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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城县邮电志

凡 例

一、《故城县邮电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

想，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故城县邮电事业的

现状，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之始，下限迄于1994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六种体裁，以志为主。按

门类，纵写始末要求i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本志篇首设概述，总摄全书；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按

事物类别分为章，章下视需要设节和目。
‘

，五、全志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现代语体文。概述叙议结合，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其余为记述文体。记述时不作评述，寓
观点于材料之中。 -．

六、全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姓名。对各历史时期的组织、

机构、驻军、官职的称谓均以当时的习惯为准。地名均为当时名称。凡

与现名不同的地名，首次出现时括注现名，重复出现不再括注。凡书

有“郑口”、“郑家口”、“县城”字样的，均指郑口镇。 ·．‘

七、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均使用传统纪年，并加

注公元年号；之后全部采用公元纪年。所称“建国后”，系指1949年1『o

月1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八、数码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1986年12

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

一九、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一律按当时的计量制为准，并加注折

合公制数。志中涉及的各项邮电资费，一律以当时币制为准。

十、图表以章编注序号。每节涉及图表均置于节后。照片均置于

卷首。 ．

十一、本志资料，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邮电部门档案资料，
辅之以考证后的口碑资料。



概 述

7． 概 述 ．

。

． 故城县位于衡水地区东南部。地理坐标在东经115。447 40"一116。

167 50"，北纬37。037 15k37。327 40Ⅳ之间。北与景县毗邻，南与清河县

接壤，西与枣强县以清凉江为界，东与山东省武城县及德州市隔南运

河相望。县城座落在南运河岸畔。境内东西横阔33公里，南北纵长61

公里，总面积942平方公里。1994年，全县辖23个乡镇、538个行政

村，总人口44万人。

故城县正式建置于元代。1此前，唐虞三代属兖州地，春秋战国先

后为晋、齐、燕、赵管辖。秦实行郡县制后，地属巨鹿郡厝县。西汉时，、

今县境分属东武城、东阳、复阳三县。东汉至南北朝，北部改属广川

县。北齐时并入枣强县。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分枣强县在今故

城镇取汉县名设东阳县。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东阳县为漳南

县。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治所迁至今武城县漳南镇，改属贝州。

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漳南县省入历亭县。元至元元年(公元

1264年)，始置故城县至今。民国34年(公元1945年)县城迁至今郑

口镇。1958年，故城、景县、吴桥3县合并称吴桥县。1961年恢复故城

县建置。1965年，以卫运河为界，将山东省武城县河西地区划归故城
县，故城县河东村庄划归武城县j．

故城县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盛产棉花、小麦、玉米：大豆、芝麻、

绿豆以及蔬菜、水果，被国家定为商品粮基地县和优质棉花生产基．

地。1994年全县有工业企业130余家，乡镇企业8000多个，主要产品

有钢丝绳、电工机械、白酒、棉纱，鞋帽、服装、皮毛、地毯、抽纱制品、

化工等，已形成了一个以金属制品、机械加工、食品酿造、棉纺针织、

裘皮制革、化工、建材等行业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1994年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达24．8亿元。 ：．’．：．．

中共故城县委和故城县人民政府驻地郑口镇，现辖35个自然

村，人口26037人，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故城县邮电7

局座落于故城县郑口镇青年路宏声区113号；为全县内外通信联络．

的中枢。 ‘．
：

．

’故城县邮电通信历史源远流长，但限于资料，明以前已无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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