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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肇庆市邮电志》问世，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部专志，全面、系统、深入地记述了肇庆市二万二千多平方公里

， 大地上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存贮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具有区域性、

l 历史性、专业性、群众性和科学性等特点，可谓肇庆邮电通信的一部古
一 今总览和传世之作，是一座浓缩的资料库和信息库。它的诞生，对促进

社会对邮电的沟通，取得社会各方面对邮电的◆支持理解，发展邮电通

信的能力及提高服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提出：“夫修志者，非示美观，即将求其实用

也’’(《方志立三书议》)。我虔诚恳望各位读者在工作实践中，温故知新，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发挥这部专志的“资政、教育、存史"的效用，使

肇庆的邮电通信真正做到：“邮联五洲四海，电通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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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吾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肇庆市邮电志》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全

面记述我市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的著述，作为肇庆市地方志丛书的一个组成部

分，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局一项无愧于前人、有益于当代、造福于后世的信息系统

工程的竣工。这既是全市邮电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一件大事，也为社会了解邮电、使

用邮电进而支持邮电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

修志对于邮电部门来说，是一项全新的精神生产，是一次空前的对本部门全面、

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和总结升华。从纵的方面看，这部志书跨越了清末、民国和

新中国成立至1994年的三个历史阶段，涉及到肇庆邮电通信兴衰起伏全过程的不

同时期；从横的方面看，志书头绪纷繁、章节众多，几乎覆盖了邮电部门的方方面

面。修志人员在局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关怀下，在兄弟科室和全体邮电职工、离退

休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在社会各相关单位和邮电系统相关机构的重视、协助下，坚

持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资料搜集、发掘、考订、

加工和编写工作，不断克服史料匮乏、人手不足、经验有限等等主客观困难的制约，

从开始筹备到完成征求意见稿，前后历时二年多，三易其稿；之后，根据各方面的

修改意见，对志书作了全面的修订；接着，又陆续补充了1993年和1994年的内容．

至此，终于完成了这部体例比较严谨、资料比较充实、具有一定历史深度和现实广

度的肇庆市第一部邮电志、我局第一部局志。

志书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三大功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这部

局志对于我市邮电部门的各级领导，对于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对于日常的业务学

习和局情、局史教育，对于深化社会对邮电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咨询、参考、借

鉴和启发作用．

在当前加快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历史主人翁的精神，大

力加快邮电部门“两个文明"建设，促进肇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更丰硕的

业绩谱写肇庆邮电通信的新篇章。 ．

肇庆市邮电局局志编纂委员会
．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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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照“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写作指导思想，全面记述肇庆市邮

电通信发展的史实，着重记述改革开放以来至1994年我市邮电事业的巨大进步，努

力体现时代性、行业性、地方性的特色。 ．

二、本志采用以史实为基础、横排竖写(横分门类、纵向记述)的结构方法，努
●

●

力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三、本志以肇庆市邮电局为主要记述客体，以肇庆市市区和全市邮电通信为主

要记述空间，凡涉及肇庆市各县(市)邮电局和各县(市)邮电通信的内容一般从

简。

四、本志上限年代为1885年(即肇庆市区设立官电子局、开创电信通信的一

年)；下限原截至1990．年(即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年)，在全志初

稿和修改稿大体完成之后，按市修志会议的统一要求，把下限年份移到1992年；在

作为征求意见稿的样书广泛发至各相关单位、部门、个人征求意见后，根据局领导

同志的指示·，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云浮等四市、县局从1995年开始正式划出肇庆

市局管辖范围等新情况，又把下限年份分别移到1993年和1994年。志书中个别章

节如邮政通信中的部分业务项目则尽可能追本溯源、贯通古今。

五、本志采用记述文体，以记实叙事为主要写作方法，对具体人、事不作评价．

六、本志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遵循。宜粗不宜细一的原则，仅在有

关章节中作必要而简略的提及。

七、本志对在世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修志传统，一律

不辟专门章节详加记述，但在有关章节中均有所提及。
。

八、本志的纪年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先列朝代年号年份或民国年

份，后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的方法(‘大事记》中

的解放前部分则先列公元纪年，后注朝代年号年份或民国年份)。

九、本志记及的地名、地址，因社会变迁而已更改变动的，一律先列原名、原

址，后注今名、今址。

十、本志在行文中，对下列的常用词语，一律在第一次使用时尉全称，之后采



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解放’’，指肇庆市建立

人民政权(肇庆解放的日期为1949年10月18日)；“党”，指中国共产党；“省局一，

指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地区局"，指1988年3月肇庆地市改制以前的肇庆地区邮电

局；“市局"，1988年3月前指原肇庆市邮电局，1988年3月后指在原肇庆地区邮电

局和原肇庆市邮电局基础上合并的现肇庆市邮电局。

十一、本志框架分为综合、业务、管理和队伍三大部分，在正文中设概述、大

事记和专记六章三十三节；部分重要资料及40年代高要县的电话通信情况作为附

录，共五节。 ．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广东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志编辑室、档案馆和其他有

关处室，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山图书馆，肇庆市档案馆，端州区图书馆，本局档

案室和其他相关科室，各县(市)局邮电志编写组，有关的兄弟省、市邮电局史志

办公室，还有经过核实的有关口碑资料。由于资料来源非常繁杂，本志行文中除个

别地方确需外，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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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岗分局综合大楼

▲西江分局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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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晚会

卜新建的职工住宅楼

．一老年门球赛发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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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肇庆市位于广东省中西部，东接珠江三角洲，西靠广西区东南部，是两广交通

之要冲。全市面积2．27万平方公里，市区面积705平方公里。1994年末全市总人

口577．2万，其中，肇庆市城区人口74．3万，云浮市城区人口32．7万．

·肇庆市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重点旅游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市区已

有二千一百多年历史，历来是郡、州、府、路、专区、行署和地区的驻地，是全市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通信枢纽。解放后，肇庆市和肇庆市区的建制、名称数

次变更，市和市区邮电机构的建制、名称也随之变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1988

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肇庆地区，原肇庆市升格为地级市，辖端州、鼎湖两区

和高要、四会、广宁、怀集、封开、德庆、云浮、新兴、郁南、罗定十县[其中i云

浮于1992年撤县设市(县级)，罗定、高要、四会于1993年先后撤县设市(县级)]。

1988年5月原肇庆地区邮电局和原肇庆市邮电局合并，组建成新的肇庆市邮电局。

199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云浮市升格为地级市(辖云浮市区和罗定市、新兴县、

郁南县)，此后至年底，肇庆市邮电局和云浮市邮电局逐步进行分设．

(一)

肇庆市的邮政通信历史悠久。从唐代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追寻到’

{全期、闫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张说的《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李

绅的<端州江亭得家书》等(见《全唐诗》)，都向我们传递了当年的有关信息．

从成书于清代宣统年间的<高要县志》的零星记载，我们可以演绎出宋代以后

肇庆历代官方通信的基本轨迹：宋代，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任端州知事

时，在城西兴建驿站和递运所；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肇庆增设新村驿(在

今高要禄步)，有驿船20条，水手60名；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肇罗道衙门 ．

设铺兵两名，县会通总铺设铺兵十二名，设铺递二十七所，每所铺兵两名⋯⋯。

．根据上述的文字资料，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可以破译、推导出有关古代肇庆．

’l、通信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最迟在唐代，肇庆已经建

．·

小

歹



立了具有严密制度、运转有序的官方通信机构。

2j邮驿是肇庆古代官方“置邮传命"的基本通信机构。尽管邮驿的名称代有变
。

更，邮驿的位置时有迁徙，但邮驿制度代代相传、前后相因，在变异中呈现出相对 ‘

的稳定性。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邮驿机构对肇庆的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邮电通信与社会经济j科学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又互为基本条件之一．在古

代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慢，通信能力薄弱且千百年一贯制。通信的 ，

严重滞后反过来又制约了肇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4、由于种种原因，民间通信在古代肇庆一直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群众“通信 ■

难挣的状况延续了数千年。

．． 5、邮电通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上述唐代诗人李绅的{：端州江亭得家

书》写道：。雨中鹊语喧江树，风处蛛丝扬水浔。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

这首小诗向我们展现了一千多年前肇庆大地上的一幅生活图景，作者由于信息得以

沟通的狂喜j心情跃然纸上。
”

，

6、古代邮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是非常艰辛的。‘今天肇庆大地上密如蛛网的

邮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千百代邮人(驿卒、铺兵、‘邮夫等)。一步步踩出来的．

7、肇庆邮电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反映通信的文艺作品乃至传说相当丰富，这是

我们在创建新时期的邮电文化时值得认真发掘、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历史遗产!

(二)

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轰开了古国沉重的大门，发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

了我国社会从古代向近、现代转化的序幕。肇庆的通信业从此踏上了坎坷不平、曲

折迂迥的近现代历程．
。

一光绪十·年(1885年)十一月；肇庆开设官电子局，美国艺术家莫尔斯于1837

年发明的有线电报技术在相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在肇庆落户，近代科学技术以其神

奇的生花妙笔在肇庆的电信通信史上写下了第一行诗句．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

肇庆创建了高要大清邮局，这是肇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既为官府也为民间服务的

邮政通信机构。如果说通信是时代的窗口，那么，从大清邮局这个新旧时代的混血

儿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气息奄奄的封建社会的最后挣扎；感受到一场旷世未有的

风暴即将荡涤神州大地。 ’j。：_i÷：．÷．：·“，o ．． ，一、～’，

?j_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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