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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惠州市位于东江和西枝江的汇接处，在广汕公路中段，“北控

粤赣要冲，南临南海入穗要道，东扼潮梅交通咽喉．西连广州之拱

卫”，是历代州府和军事重镇。惠州水陆交通方便，商业繁荣，通信

历史悠久。

据明清<惠州府志><归善县志>记载：早在明洪武初年，惠州就

建有欣乐、平山、平政、水东、苦竹派等五个水马驿。驿间设东、西、

北路三个邮递总铺。总铺下设20个分铺，传递官家邮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惠州邮务局在水东街成立，翌年定为

二等甲级邮局。民国9年(1920)改为惠阳邮政局。

清光绪九年(1883)福建经汕头——惠阳——广州的电报线路

开始架设。光绪年间，惠州在府城南门城楼成立二等电报局。民

国中期，电报已可通广州、汕头、河源、平山等地；长途电话可途经

广州、汕头转通香港、福建、上海等地。民国35年(1946)电报和长

途电话局合并为惠阳电信局。民国36年(1947)。改造了1部1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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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机，以提高长途电话通话音质。 】

民国16年(1927)．在惠州府学宫外的青云门成立“惠阳电话 ·I

局”，民国36年(1947)改为惠阳县电话管理所，当时有电话用户 ’1

200余户。 · 1

邮政局、电报局和电话局的建立，使惠州的邮电通信初具雏 I

形。但因战事频繁、经济落后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所以，其服 {
务对象主要是军政人员和商贾。尤其是电报、电话业务，一般民众 1

不敢问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报电话于1949年10月19日向全

民开放c』1951年8月，邮政和电信两局合并为惠阳县邮电局。‘ 一

1953年6月，惠阳县邮电局接管了惠阳县电话所，从而完成了邮 。j

电通信的统．领导和管理。在这期间，县内电话网新架用于土改 1．

的电话线路共长1028．2条公里．增设交换点总数(即电话站)20 {

个；市内电话网增加架空明线线条长度215．9条公里，增加市话用

户190个；长途电路总数增加至9条。从而发展了业务，扩大了通

信能力，为后来的通信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4～1965年，是邮电事业逐步走向完善时期，这一阶段，合

理调整了邮电管理机构，贯彻落实了各项规章制度。增加长途电话

电路15条，增放市内电话用户453个，开辟摩托车邮路276公里．
一

自办汽车邮路3公里，建成总面积为868平方米的电信大楼，使惠



阳邮电局发展成为粤东的中心枢纽局。 ．

恕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著作免费用挂号邮寄，“红卫兵”信
●

’
函减半费寄出。1969年清理工人阶级队伍，错误地将20多名邮

。

电熟练工调出邮电系统，邮电机构不稳，努而复合，造成管理混乱，

各项制度无法贯彻执行，职工人心浮动，邮电企业发展上下徘徊。

停滞不前。1966年开通的一条直达广州的电传电路至1976年都

未得到发展。邮电财务总收入也从1965年的664540元下降到

：+． 1968年的459883元，直至1975年才回升至757894元。

1975年10月，惠州市邮电局正式成立。1976年1月1日开

- 始受理全市邮电业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邮电事业

得到迅速发展。

1980年，电报收发实现电传自动化，农村电话、长途电话电路

实现载波化，1981年改善服务质量。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活动，1982

年全部完成惠阳地区邮电局下达的15项主要通信质量指标。还

开通了惠州至香港直达人工电路2条，开办长途电话国际台。

1984年实现翻译电报自动化，1985年电报收发实现电子电传化。

同年10月，总建筑面积为7348平方米的邮电综合大数竣工。年

底，从美国引进的300门程控电话和950路粤东微波电路开通。

1986年市内电话实现自动化。1987年长途电话电路有36条实现

自动直拨，有99条实现半自动直拨，有235户市内电话可直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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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50多个大中城市的自动电话。

与此同时，邮政也逐步开办了商包邮递、邮政储蓄、集邮、有声 _

l

信函和特快专递业务，扩大服务范围，增加了经济收入。
’

据1987年年底统计，惠州市邮电局有局所9处，邮路2394公

里，电报电路30条(其中无线电路12条)，长途电路243条(其中

直达香港31条、无线微波130条)，出租话路24条。函件、包件、

汇票、发行(报纸、杂志)、电报、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和农村电话八
‘

大业务量分别是1978年的2．18倍、1．78倍、2．63倍、4．7倍、2．

77倍、6．46倍、9．26倍和2．69倍。全年完成业务总量444万元，

是1978年的6．9倍。邮电职工也从1978年的260人增加到521 t

人。
。

1987年12月12日，惠州市邮电局作出了惠州市通信发展规
·

划，拟在1988年至1990年期间，市内设三个分局(即东平分局、龙

丰分局、小金分局)和二个墟镇区支局(即三栋支局、汝湖支局)，市

区电话交换容量达到21000门．在1991年至1995年内，使市内交

换机容量达到8万门；在1995年至2000年内，使市内交换机容量

达到20万门。开办移动电话、无线寻呼新业务，市话交换实现程

控化，长途传输实现数字化，电报交换实现自动化，并开放可视电

话、图文传真、高速数据传输业务，建成一个从空中到地下的以现
一

代化设备武装的立体多元的通信网络。
二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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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明洪武初年(约1368～1375)

惠州建有欣乐水马驿，驿址在府城原栖霞寺旧址。

明洪武九年(1376)

惠州建平山、平政马驿、水东(在横沥)，苦竹派(在紫金

清乾隆七年(1742)

改欣乐、平山、平政、水东、苦竹派等五驿为司。

清光绪九年(1883) ·

12月19日，在县城水东街(现水东东路97号)设立惠

民国9年(1920)

改惠州邮务局为惠阳邮政局，是年11月，在府城设立

支局。

民国20年(1931)
●

3月1日，叶丽泉创办电话局。

民国21年(1932)

12月6日，惠州电报局更名为惠阳电报局，同时，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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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局长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粤邮中心局联席会议精神，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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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邮政生产计划和完成计划的实施办法。决定成立工人工

- 会组织，确定民主管理方向。

．‘ 6月3日，军事代表杨雪峰和电信局长廖元开一起接收了设

． 在县城花园围内的惠州盐务局电台。

12月3日，邮电工会惠阳县委员会成立。

是年，县邮政局停办信贷、储金、简易人寿保险和大宗包裹业

； 务；电信局停办了商业汇款和特快电报业务。
i

。 1951年
t．

3月1日。东江行署机关报<东江日报)交惠阳邮局发行。4月

1日，<东江日报>和邮政开展发行工作竞赛。

． 8月1日，惠阳邮政局与惠阳电信局合并为惠阳邮电局，职工
●

一

． 65人。

， ．9月士日，东江电话管理所第一次颁布实施东江地区地方电
·

话收费暂行办法。

1952年

12月。邮电职工工资由供给制、包干制和薪金制统一为折实

’分工资制。
。

12月31日，东江电话管理所改为惠阳电话管理所。

1953年

3月3日至26日，县局开展“纠编”(纠正“邮电经营偏离社会

主义方向”)运动，纠正为追求业务收入而强迫用户邮的“强迫摊

j 派”的经营作风。
。

春。县局接办杂志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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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成立惠阳县邮电局机要通信支局．同时取消惠阳

专区机要交通局。国家机要通信工作集中由邮电局接办处理。接

办后，县局设有机要邮路9条。
’

本年度，开辟惠州至横沥摩托车邮路一条。

． 1958年
；

’4月5日起。县局开展“肃反”(肃清反革命)和。反右”(反对右

． 派)运动，其中有4人被划为右派，1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8月，在邮电企业内推行“两参一改”精简机构。撤消计划财

一7务股、人事股、行政事务股等股级的设置，精简行政人员17人，生

产人员33人。下放8个行政管理人员到宝安金鸡农场参加生产劳
■

|；l 动。
，

，

’ 壶月，投资13．3万元的国庆路电信大楼交付使用，大楼总建
’

筑面积1046．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

．本年度，建立一间电信器材修配厂，12月20日，研制成功晶

体管直流三用会议电话机，并在全区推广这项新技术。

1959年

1月1日，贯彻“全民办邮电”方针，邮电“五权”下放给地方，

对邮电管理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

1月，撤消县局工会组织。同年7月恢复，工会撤消期间，其职

． 能由“职工代表大会”行使。

5月，成立“红专”学校，校长由党支部书记兼任。教师从老工

人中聘任，晚上上课，白天上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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