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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从前的黄骅县邮电局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迁入的新局大楼(照
片为大楼东侧楼)



勘 误 表

页码 行数 错 误 正 确

1 倒4 包 囊 包 果
30 5 1954、3(羊二庄) 1958、3

43 倒6 50 50门

47 倒l 集 理 集 邮
72 倒ll 中旺 湾头桥 中旺一湾头桥；
74 lO 扣 庄 扣 村
75 倒4 黄骅 旧城 黄骅一旧城
76 倒14一 投递16条 投递段16条

78 7 投 点 投递点
78 倒ll 205投递点 205个投递点
107 4 是年1月 是年11月
107 13 30门 100门

120 倒6 100公文 100公分

12l 14 义务免费 义务兵免费
132 4， 5 另加基本收资费 另加收基本资费
183 倒1、2 月算结 日结算

192 4 续 承 继 承
192 2 出生人死 出生入死
20l 倒8 邮政员人员 邮政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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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邮电志》和大家见面了。本志是记载黄骅邮电发展的记实书，具有一定的历史

意义。

口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黄骅境内通信始予明万历年间(I 5 7 3年一l 6 l 9

年)，历经“大清邮政彦和口中华邮政”，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黄骅邮电通信发展极为缓

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年中，黄骅邮电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已初步具备现

代规模。

本志在叙述黄骅邮电演变的历程中，反映了黄骅邮电通信的产生、发展和新中国邮电

职工的精神面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们修书立志，在于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继往开来。 《黄骅邮电志))把黄骅邮电的

发展历程和现状记载下来，内容翔实，比较全面，可起到矗存史力矗资治黟露教化”的作

用，亦能达到益于当今惠及后世的目的。

《黄骅邮电志》下限至一九八八年，内容包括大事记、机构沿革、邮政、电信、职工

队伍、企业管理等共十一章十二万字。书中简附各种照片、图、表。

该志于一九九0年十二月写成初稿，一九九一年一月定稿。

《黄骅邮电志》的编纂成书，碍到了局党支部、沧州市邮电局史志办公室、县地方志办

公室、县党史办公室、县档案局及有关单位和健在的离退休领导、老交通、老“邮差”、老

职工的鼎力支持，对此深表感谢1

本志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通过查档、回忆、外调、走访等多种途径，征集资料

7 O余万字。本着详今略古，远粗近细，去伪存真的原则编纂成书。由于历史断限较长，

资料缺乏，加之编写人员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黄骅县邮电志》编写小组

一九九一年一月



凡 例

一、《黄骅邮电志》，上限纪年自明万历年间始(1 5 7 3年一1 6 l 9年)，下限

纪年止于l 9 8 8年。其中近代邮政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I 9 0 8年)，历时

8 3年。

二，本志书的编写材料，来源于县档案局，县志办公室，县组织史办公室，沧州市邮

电局史志办公室，本局现存的文书档案、报表、资料，走访从事郎电工作的老干部，老工

人和知情人的口碑资料，经筛选核实后选用。

三、本志书采用记事本末体，以横向结构为主，横排纵述。以记叙现状为主，重点

记叙新中国成立后黄骅局邮电发展变化，同时反映古代邮驿通信和清末、民国、日伪时期

的邮电状况，随文附有必要的图、表，像。

四、志书中记事接开始时间编排，已知月份丽不知日期者，只记月份，已知季度而不

知月份者，只记季度，只知事件发生年份时，使用搿年内、本年劳表示。

五、志书采用的计量单位，一律以当时计量制为准，并加注折合公制数。书中涉及的

各项邮电计费，均以当时币制为准。

六、建国前的历史纪年，按当时称谓书写，并在括号内注骑公元年份，新中国成立

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七、志书中地名均使用当时名称，更改者均注明现地名。

八、本志书定为1 l章3 6节，全书l 2万字。

《黄骅邮电志》编写组

一九九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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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 事 记

清顺治年问(1 6 4 4年一1 6 6 1年)

今黄骅县境内设驿铺七处I韩村铺(东)、北赵村铺、常郭铺、旧城铺，东赵村铺，

羊二庄铺、海下铺，每铺设镝兵l一2人。
。

清光绪三十四年(1 9 0 8年)

栽驿设邮，始设羊二庄(时属盐山县邮政局)、李村，同居(均属天津府)代办邮政

铺商，开始办理民间邮政业务。

清宣统二年(1 9 1 0年)

大清邮政当局改代办邮政铺商为代办邮政支局。境内新置毕盂镇、常郭(属沧县邮政

局)代办邮政支局。

民国6年(1 9 l 7年)

李村，同居和常郭邮寄代办所，分易沧县和盐山县邮政局管辖。

民国l 2年(1 9 2 3年)

中华邮政沧县邮政局在今黄骅县境内，设立寨里邮寄代办所。

民国l 5年(1 9 2 6年)

增设旧城镇、贾象镇邮寄代办所，时属沧县邮政局领导。

民国2 0年(1 9 3 1年)

新置岭冢集(今岭庄)邮寄代办所，时属沧县邮政局领导。

民国2 2年(1 9 3 3年)

设立齐家务邮寄代办所，时属盐山县邮政局管辖。

民国2 4年(1 9 3 5年)

中华民国新海设置局建立。同年6月，境内1 l处邮寄代办所改称邮政代办所，并增

办兑付小额汇款业务。

民国2 5年(1 9 3 6年)

境内8处邮政代办所的邮件分别由沧县和盐山县邮政局转运，主要邮路4条。 (1)

沧县一毕孟一常郭一岭庄～韩村，逐日邮班， (2)沧县～寨里一李树一同居，逐日邮

班， (3)盐山一旧城～韩村一李村，汽车邮班， (4)盐山一羊二庄，马车邮班。

民国2 6年(1 9 3 7年)

1月，原韩村邮政代办所改升新海设置局邮局，易沧县邮政局领导，全部邮件由沧县

邮政局经转。

民国2 7年(1 9 3 8年)

l 0月，新海县建立，邮局随之更名新海县邮政局。

民国2 8年(1 9 3 9年)

3



3月，日伪军侵占新海县县城。邮局被敌人劫持利用。

是年，日军在坑西村设立一台l 0门交换机，安装电话单机4部。

民国3 0年(1 9 4 1年>
‘

境内设有邮政代办所l 2处，其中新海三等局辖羊二庄．杨庄，贾象镇、旧城镇4

处，盐山县邮政局辖常郭，沧县邮政局辖李村，同居、寨里、岭琢集，毕孟镇、祁13(今

歧口镇)，齐家务7处。
‘ 。

民国3 3年(1 9 4 4年)，

9月，根据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的决定，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青县战时邮局在大

莫合村(今属海兴县)正式成立，属渤海区战邮管理局领导，下设白庄，柳林庄、莫合 ．

村i羊二庄，小山、阳信、海铺7处战邮站。配备战邮员工4 9人．局长(兼支部书记)
’

王玉文，巡视员刘少英(化名，原名孙智远)，人员待遇实行供给制。

民国3 4年(1 9 4 5年)

j一·9月2 3日，新青县县城解放，战时邮局接管旧邮局，县武装大队接管敌伪电话站·

农历八月十五日(9月2 0日)夜，赵子扎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交通员王

之勋，房东刘玉荣(女)光荣牺牲，赵学芳(刘玉荣之子)被捕，后被敌人杀害于黄骅县

城东方庄子村。

l 0月，为纪念黄骅(原名黄金山)烈士，新青县改称黄骅县，邮局随之更名。主要

交通线有，黄骅至盐山县，黄骅至无棣县，黄骅经小王庄至天津，黄骅至海堡办事处。

是年，组建黄骅县电话站，属渤海区电话管理总局，设2 O门交换机一台，电话单机

5部。架设黄骅至歧口海防支队电话单线7 0华里，黄骅至旧城电话单线4 0华里。

本年，设立杨寨(今属海兴县)、李村、常郭邮务所。
-。 民国3 5年(1 9 4 6年)

4月，黄骅县战时邮局取消“战时"二字，改称黄骅县邮政局。局长王玉文调离，由

刘少英接任局长职务，时有职工4 5人。邮局开始对外营业，收寄范围扩大到各解放区。 ．

4月3甘，黄骅县城发生惨案，邮局被敌人洗劫一空，交通员杜兰亭、李西孔同志惨

遭敌人杀害。

7月，黄骅县邮政局被渤海区邮政管理分局核定为三等邮局，下设羊二庄，常郭四等

局，海铺乙等邮站，人员减为2 7人。 ·

。一是月0邮局员工l 2人，在县城东北方(王曼岭子)劳动时，突遭敌人袭击，突围途

中，会计员滕德芳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 7岁。

l。0月1 4日夜，敌还乡团二千余人，制造黄骅县城第二次惨案。敌人妄图强占邮

局，邮局交通干事刘玉章、交通班长周树郁、交通员刘玉璞、杨庭、黄玉侠等同志，临危

不惧，英勇战斗，趁黑夜胜利突围。 ．

民国3 6年(1 9 4 7年)

3月，交通员陈连城叛变资敌，被公安局处决。

6月l 5日，沧县县城解放，黄骅至沧县开始通邮(件)通电(话)。

年内，开通县间自行车邮路3条。黄骅至盐山，在旧城交换邮件，黄骅至沧县，在军

4



马站交换邮件，黄骅至津南县，为防敌特搔扰，接头地点有三处，分别是羊三木，葛沽

塘、孔韩庄。交通员夜出夜归，负重约3 O公斤，往返行程3 5公里。

县内步班邮路6条。黄骅至羊二庄，黄骅至道安．黄骅至大六间房，黄骅至王芹地，

黄骅至扣村，羊二庄至海堡，全长9 6公里。机密文件由局长亲授任务，指派专人投送。

本年，设立王芹地、道安，扣村，大六问房4处四等局。

民国3 7年(1 9 4 8年)

8月，黄骅县由渤海区划归冀中区，黄骅县邮局改属冀中八专署邮政管理局领导。黄

骅至盐山县邮路中止，全部邮件改由沧县邮政局转发。

8月，刘少英局长调山东博兴邮局工作，盂庆山接任局长职务。

1 2月，设立吕家桥邮务所。 ·

年未，为支援平津战役，架设齐家务至芦北口军用电话专线。

l 9 4 9年

2月l O目，华北邮政总局颁发《华北邮区各类邮件资费》，调整并统一华北解放区

邮资。

l 0月1日，黄骅县邮政局改属天津邮政管理局领导。

l 0月，黄骅县邮攻局下设羊二庄、吕家桥、海堡3处邮务所，全局职工共1 7人。

邮政工作开始走向正轨化，专业化，正式开办普通包裹和汇兑业务。

l O月，军队电话站移交县政府辖，有2 O门交换机一台，电话单机5部，歧口海防

支队设一部单机。其线路通歧口7 8华里，至齐家务6 O华里。

l 1月，根据天津邮区工会指示，黄骅县邮政局设立工会组织员(2 5人以下为组织

员单位)，赵金越任组织员，会员l 7人。

1 9 5 O年

初，职工待遇由供给制改为低薪制，乡邮员工资为六十斤至八十斤小米。

初，县政府在歧口建立电话站，设立一台2 0门交换机，安装电话单机4部，县电话

站更换5 O门交换机。

9月，邮政局按业务量核等级，黄骅邮政局被核定为三等乙级局。

是年，开始办理全国报刊发行业务，收寄国内航空邮件。

l 9 5 1年

1 2月中旬，“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豇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

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邮局与合作社、百

货公司，运输公司组成联合节约检查委员会，局长孟庆山任副主任，县邮局l 2人，搞人

凡过关，查出贪污款2 5 O万元(旧币)，至l 9 5 2年3月中旬基本结束。

是年，羊二庄邮务所改升邮政营业处。

本年，邮政业务及长途电话、电报公开办理，邮件通达全国各地，并开办国际信函业

务，增办了代购，托购、征询业务。

l 9 5 2年

1月1日，黄骅县邮局改属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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