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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县位于川甘边境、四川盆地西北边缘、涪江

上游的大山丛中，境域辽阔，历史悠久。古为龙州，明

置龙安府，著名的阴平古道和松龙大道穿境而过，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均有驿传、铺递之设，传递官

府公文和军事情报。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
设龙安邮寄代办所，始有现代邮政。民国时期，先后

设有平武邮局、乡村电话管理所、无线电分台、电信

营业处等邮电机构。然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

凋敝、文化落后，邮电业务发展缓慢、质量低劣。

解放后，邮电通信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旋和社

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四十余年

来，在上级邮电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通过全体邮电职工的共同努力，平武县的邮电通信事

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90年底，全县共有邮电机

构30处，县内邮路445公里，长途报话电路10条，市

话交换机容量500门，农话交换机容量640门，全年
邮电业务量95．23万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

设速度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信息交



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平武县邮电局顺应时代潮流，

深化内部改革，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

高通信质量，为振兴平武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

重要贡献。1993年3月5日，20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

正式开通，大大改善了平武县的邮电通信条件。目前，

县城可直拔国内、国际电话。

从1906年正式设邮开始，到1990年，平武县的

邮电通信走过了84年的漫长历程。古代的驿传铺递，

历史则更为久远。然而，县内至今没有一本全面、系

统地记载平武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状况的史志著述，而

且，解放以前的历史资料大多已散佚无存。盛世修志，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政治昌明、经济繁荣、

邮电通信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有责任弄清平武

邮电通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平武邮电通信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借鉴，以达到“存史、

资治、教化’’之目的。

1992年8·月25日，按照绵阳市邮电局的布置，在

平武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平武县邮电局成立《平武

县邮电志》领导小组，正式开始《平武县邮电志》的

编写工作。志书编纂人员不辞辛劳，精心设计纲目，多

方收集史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于1993年

．1b月完成了《平武县邮电志》初稿。全志共9章29节，
．20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平武县邮电通信事业的

发展过程和现实状况，观点正确、结构严谨、资料翔



实、语言流畅，填补了平武县地方史志的空白。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认真研究和利

用《平武县邮电志》，必将为发展人民邮电、振兴平武

经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县局各部门及有关人

员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平武县邮电志》领导小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凡 例

～、志书结构：首设“概述”，综述县内邮电通信

事业基本情况，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用编年体

记载1906年以来县内邮电通信方面的大事、要事、新

事。志书的主体部份按事立章，横排纵写。共设9章

29节，节下根据需要设目和子目。图表随文。另设

“文存附录”于卷末。

二、上下时限：原则上以平武开始设立邮寄代办

所的1906年为上限，以1990年12月31日为下限。

对邮电事业的历史沿革，根据资料情况适当上溯。本

着“详今略吉，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1950年至

1990年41年间的邮电发展状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变化。，

三、文体文字：采用语体文记述。引文一般不注

明出处。使用的简化字，以语文出版社1986年新版

《简化字总表》为准。

四、数字用法；基本上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为准。 ．



五、历史纪年：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清代以前夹

注帝王年号，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时期夹注民国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直接使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原则上按中国国际单位推行委员

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

(试行)》执行。邮电通信方面的特殊计量单位以邮电

主管部门有关规定为准。

七、专用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

“建国前”、“建国后’’。乎武县解放前、后简称“解放

前”、“解放后”，平武和平解放的日期是1949年12月

27日，以当日为界限。地名按各时期的名称和用字记

述。人名一律直书姓名，必要时加职务称谓。机构名

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可用简称。

八、资料来源：省、市、县档案馆，县邮电局档

案室的历史档案；市邮电局、各兄弟县(市)邮电局

已出志书中的有关内容；有关图书杂志；县邮电局老

职工口碑资料。所有资料均经考证后直接使用，一般

不注明出处。

九、荣誉记载：受市(地区)邮电局、邮电工会，

县委、县人民政府及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均记入志书(以获奖凭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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