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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领导班子在研究通信发展规划
自左至右：副局长刘军、副局长林强、局长徐银金、i



▲局领导与股室负责人合影

省局杨理正副局长
在机房检查管理工作卜

．． 九十年代初，福建省
邮电管理局林金泉局长，
在浦城传输机房检查工作
时认真听取设备维护人员
工作汇报。



．．自己动手．加快程控电话建设步伐。
图为职工搬运程控电话设备上楼。

县领导到邮电局视察工作▲

部队在为敷设通信光缆紧张工作▲

发行人员在赶发报纸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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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线人员在冒雨
为用户排除障碍’

．．112台值机／
在认真丁作

．一领导亲自上街
做好邮电业务宣



●职工利用业余时间
上街为民办实事。

．．七四洪灾道路被洪水
冲断。邮电人员用肩背
邮袋保证邮路畅通。

．1机线人员在
抢修中继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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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省级精神文明单忙称号

由于关心职工、办实事，局工会
被省总工会授予“先进基层工会”卜

●农村支局职工的
业余文化生活多
样、活泼。图为
支局职工在进行
乒乓球比赛。



▲渔梁驿旧址

仙阳山焰火台遗址卜

▲仙阳渔粱驿村景



仙阳邮电支局■

▲永兴邮电支局

吴山基站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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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浦城县邮电局编纂邮电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浦城县通信事业源远流长，曾有几番辉煌。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浦

城就有烽火报警、击鼓传声的通信方式，这史实赫然写在福建通信编年史的

第一条。宋代，浦城的渔梁驿是中原进入福建的第一驿。清光绪九年

(1853)，福建第一条官督商办的电报线路竣工，人闽首站为浦城，并创办电

报局，是全省最早的电报局之一，光绪三十年，浦城邮局也开办。至此，建

立起浦城近代邮电事业，改变邮驿为官不为民的状况，开始向公众服务。但

是，至到浦城解放前夕，通信水平仍极其低下，通信设施甚为落后。

解放后，浦城建立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邮电通信企业，虽然步履迟

缓，但在曲折中前进，在困难中发展。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新的历史时期，

也揭开中国邮电史上新的一页，特别是1993年以来，浦城县邮电局开拓进取、

转变观念，紧紧把握改革开放的形势，抓住通信能力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

矛盾，走高起点发展之路，以新技术武装通信网。在全局职工奋斗拼搏下，

建成建筑面积4791平方米的邮电综合楼以后，电话交换直接采用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程控交换机；长途传输采用大容量、高速率的光缆，传输能力和传

输质量迅速提高。这两步跨越，使浦城通信技术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同时，

特快专递、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彩色可视会议电话等亦相继开办。邮电作

业逐步向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迈进，电子秤、计息机、计算机、微机手

段进入报刊发行、邮政储蓄、邮电营业、邮件分拣、商业信函等领域。网络

规模、技术层次和服务水平均达到较高的水平，缓解了通信基础设施跟不上

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既赢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亦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浦城邮电通信的兴衰起伏，浦城邮电通信的基本经验，惜历来没有全面

的记载。1984年8月，浦城县人民政府开始编纂《浦城县志》，浦城县邮电局

亦组织人员调查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特别是1995年开始，南平市邮

电局根据邮电部的部署，决定各县、市局编修邮电志。浦城县邮电局以此为

契机，全力以赴，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余奎元同志的鼎力帮助下，终以编

缀成卷。《浦城县邮电志》是一部了解浦城邮电，认识浦城邮电的“百科全

书”，其积累和保存的信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今日功竞，甚为欣慰，谨

以数言，藉以为序。
／

徐银金

1998年5月



凡 例

一、《南平地区邮电志·浦城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记叙浦城邮电事业各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记叙事物力求溯其发端，下至1995年。

三、以横排纵写为主，按事物性质设章、节、目。

四、数据以邮电统计年报为主。

五、以记叙文为主，使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为使文字简洁，酌用文言

词。

六、志中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浦城前(后)；旧版人民币值平均折为现行人民币的价值。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中国历史纪元，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

元。

八、志中称县局系指浦城县邮电局，地区局系指地区邮电局，省局系指

省邮电管理局。

九、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正史、旧地方志、统计年报、回忆材料及实地

考察，经考证鉴别后载入，故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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