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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第一批女投递员在出班途中

从日本引进的电话自动交换设备已投人使用

图为值机人员在工作



皂部政治部、全国邮电工会授于长治市邮电局为

5年全国邮电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5月1日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长治市邮电局记一



】oI≈年I 1，月长治市邮电局制作的一西游记明信片在首届全国明信片

贺年冉展评中荣获一等奖

{Ii年住本市的原长冶市邮电局历任领导和部分老同志



图为1弛?年长治市邮电局领导班子成员

圈为长治市邮电局抖级以上干部和部分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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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长治邮电志》即将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记载长治邮电

事业历史发展的专志，它的编辑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长治邮电志》记载了1945年至1988年长治邮电的发展情

况，它对于许多不了解邮电工作的同志是一部极好的教材；对于

从事史料研究的同志是一本丰富的资料；对于从事邮电工作的同

志，是了解历史并进行科学决策管理的工具。’ 一-

邮电通信是社会的基础设施，是国家的神经，经济的支柱，

信息的窗口，邮电通信日益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效益。以史为鉴知

兴衰，本书所反映的邮电工作的历史发展，也使我们从一个侧面

了解长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特点，通过借鉴历史知识，对于把握

客观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振兴长治邮电，推动社会发展，是会

有所裨益的。 一

《长治邮电志》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坚持秉笔直书这是它

的可贵之处。参加《长治邮电志》编写的同志们实事求是，作了

大量的艰苦工作，虽然本书还不尽完善，但总的讲，它的编写是

成功的。
、

长治市邮电局局长：王锁成

中共长治市邮电局党委书记；王麦屯

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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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治古称上党。据g释名》载： 。党，所也矿在于山上，其

所最高，故日上党。。。长治。之名，始子明代。明嘉靖八年

(1529年)，明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以陈卿为首的潞州青羊里农

民起义i希冀此处以后再不发生农民，。暴乱”^遂升潞州为潞安

府，附廓置长治县。 。长治?由此得名。长治，即长治久安之．

．意。1945年10月8日，长治城解放。次年， 。长治。建市。 。长

治市”之名由此开始。．。 ．

：： ，。一 ： ，．J。，，：

1：’自古以来，：长治就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扬天下。出土文

，物表明尹至少在一万年以前长治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长治的

先民们长期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曾经甸造出灿烂的

古代文化，其中包括创立长治地区的古代通信。从以物示意到烽

火通信，从早期的驿站到后来的。站赤”，，在中国古代“西通大*

秦(罗马)，．东流日本”邮驿的鼎盛时期，长治古代通信也曾兴旺

过。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中国近代邮电业面．

对的现实是“客邮’．的入侵和电信主权的节节丧失。因此，在长‘

治这块土地上，近代始终没有生长出独立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近代，。

邮电业。-本世纪初出现的长治邮政业，在近半个世纪(到1945年

。10月)’中，始终在风雨中飘摇，一直没有什么发展。这期间，长

治地区的民用电信业尚未诞生，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一部长治历

史生动地表明，邮电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的兴衰决定

着邮电业的兴衰。 。，? 一
，。， ，·

_．随着上党战役的胜利结束，长治城及其周围的广大农村获得

。了解放。从此长治邮政业也回到了人民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长治电信业在完成它的初创任务之后，与邮政业一道进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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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主义发展时期。
’

’

⋯’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邮电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

路。建国四十年来，长治邮电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通八‘

达的邮路沟通了长治城乡与外埠的联系，载波，微波接力通信使

长治进入了环球通信网。国内长途直拨，国际用户电报的使用， ·

，使巍巍的太行山再也不是长治与外界信息交换的屏障了。关山迢

递，信息不通，已经成为永久的过去。现在长治市(仅指市区)

已有数百条长途报话电路，有数百路微波信道传送着信息和电视 、

节目，万余门的市话交换机系统，数百台件的各种通讯设备，数十

台各类机动车辆，数十处邮电服务网点，近千名邮电职工，为市

区数十万人民，为全市300万人民提供各种邮电服务。可以毫不
。

夸张地说，长治邮电通信已初具规模。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生4‘

产力的发展，作为整个长治经济一部分的长治邮电业，距离腾飞
’

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

一
‘。 ，i一’·

《长治邮电志》所记述的当然应该是长治市邮电通信的全．

。貌：但古代通信，近代通信，在浩如烟海的往事中被湮没了。本书”

只能在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基础上做出梗概的记录。就是现代的

i通信活动，由于社会通信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多层次的，一部《长

治邮电志》也不可能穷尽长治通信活动的所有方面和所有层次的

．细微末节。。因此，‘一些本来应该记入本志的史实，则有可能被遗

漏。解放以后，邮电通信业即归国家所有j尽管微观上的通信5

活动还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宏观上的通信活动基本上

是通过国家设立的邮电机构来实现的。实际上，一都《长治邮电

志》不过是《长治邮电局史》的扩展和再现，对于本市一些重要

，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内部的通信活动，对于一些行业跨地区、

跨省市的专业通信，对于农村乡以下的乡村电话通信等等，本志

很少涉猎或根本未有涉猎。这不能说不是本志的缺憾。由于时

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限制，这一方面的内容也只能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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