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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活动伴随着人类进步的脚步而产生而发展，同时又促进着人类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一个地方通信事业的发展轨迹从一定的侧面反映着这个地方的兴衰。作

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部分，我国邮传制度源远流长，孔子曾经说过：“德之流行，

速于置邮而传命。”(语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

有了邮传机构；即墨乃山东古邑，境内至今仍有多处古代报警用的烽火台遗址可

寻，足证地处边防的即墨通信活动起始很早。见诸文字记载，明代即有发达的专

送官府文书的驿道和颇具规模的通信铺站。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使

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十九世纪末，在洋人把持下，东海关(烟台海关)属

下的即墨县金家口和青岛口建立了近代邮政。1896年清廷宣布正式开办大清邮政

后，1898年金家口就设了际泰邮务代办，属烟台邮界。1899年7月1 f3胶州邮界

成立，即墨设立邮局，归胶州邮界管辖。

辛亥鼎革，1912年废“大清邮政”为“中华邮政”。由于邮权曾长期落入洋人

之手，加上战争频仍，科技、经济落后等因素，致使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邮

电事业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落后状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权先后于移风乡徐家沟及店集中里村成立

了即墨县战时邮局和即东县战时邮局。战邮职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险，不

怕牺牲，圆满地完成了党政军民的通信任务和报刊发行工作，坚持了迅速、准确、

安全、保密的总方针，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维护民族尊

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两即”战邮队伍中有20名同志为党的通信事业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永

远是我们邮电战线上广大职工的楷模!

碧血染黄泉，即墨大地发生着巨变。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胜利，1949

年5月起，中共领导的解放区邮政全面接管并改造了旧中华邮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即墨县的邮电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幅射全县的通信网络，电话遍布城乡，邮路四通

八达，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各项业务成十倍乃至百倍地增长，业务总量由1949

年的0．95万元至1989年已达282．1万元。在全面贯彻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

邮电通信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不管从业务量、服务范围、通信水平、

运输工具、基本建设、设备更新、固定资产原值及职工队伍的数量和素质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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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看，不仅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且正在向更高水平发展。

值此兴旺发达的国家盛世，将邮电事业的起始和发展历程，以及今天的现状

实事求是地记述下来，．以补志之阙、承史之续，为“资政"、“存史"、“教化’’留

下文字资料，对这种既有益当代又惠及后世的事业，我们紧迫地感到不仅必要，而

且责无旁贷。在中共即墨市委、即墨市政府和青岛市邮电局的领导和部署指导下，

即墨市邮电局自1983年就着手搜集资料，随后又建立了编志领导小组，充实健全

了编写班子，大家齐心协力，众手成志。编志人员虽大都年近花甲，但他们热心

史志工作，边学边干，以“老马贵韶光，不鞭自奋蹄”的精神、，不辞劳苦，查寻

资料，认真考证，去伪存真。数易寒暑，终使《即墨邮电志》得以问世，志书分

大事记、机构沿革、邮政、电信、企业管理、党群组织、英模人物与先进集体、分

支机构概况、杂记与附录等共九篇。经过后期反复加工修改，送系统领导和即墨

市志办及相关兄弟局领导审阅，在审稿会上，对《即墨邮电志》总的评价是观点

基本正确，内容比较丰富翔实，地方特色较突出，体例和文字比较符合规范，做

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本志书的出版问世，填补了即墨邮电专志

的空白，这是我市邮电业的大喜事!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使大家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从而有益于

今后的工作，并从中知我中华、爱我中华，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更加

热爱我们美好的今天，为进一步开辟新前程增强信心和决心，以强烈的紧迫感，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为我市、我国的邮电事业更加先进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庆幸这本书问世的同时，我们也切实感到由于资料缺乏，经验不足，水平

有限，当中错误纰漏一定很多，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为感!

宁髫5擎娑警掣、挚蓑江承先即墨市邮 电局局长
⋯⋯

199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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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及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撰写态度，目的是为资政、存史、育人而编写一

部社会主义即墨邮电志。

二、本志取材上限起自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下限止于1989年底；本志

记述的空间范围以1989年即墨县的行政区域为主。为了主题的需要及彰明因果源

流，撰写时不拘泥于时限和空限，个别内容有所突破，在选材上坚持详今略古的

原则。

三、本志的编纂，坚持横排项目、纵述演变、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原则；在

记述上，根据各编的不同特点，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等相结合的体裁。

四、本志内的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年号，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公

元年号，于其后加括号注以当时的通行纪年年号，以资对照。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撰写，其引用部分如属原文，服从原文文体。根据

需要，适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不同体裁。

六、本志涉及到的度、量、衡单位，均以公制为主，货币单位以当时通用者

为准，凡有例外者，均另加注。

七、本志涉及的人名皆以通行者为主，如属化名，皆争取于其后注其真名，若

另有字、号等别名，一并注之；所涉及之地名，皆以当时通称者为准，如与今称

有别而形成费解者，则根据新编地名志规定，注以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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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地处胶东半岛，东濒黄海，南毗崂山，西、北隔大沽河、五沽河分别与

胶县、平度、莱西和莱阳为邻，东北一隅隔海与海阳相望。县境东西最长76公里，

南北最宽36公里，面积1780平方公里。即墨行政区划为30处乡镇(其中10个

镇20个乡)，1033个行政村(含自然村i083个)，1987年全县居民24．06万户，

100．5万人。

即墨系古邑，地处沿海边陲，国防形势险要。在近代邮政建立之前，传送军、

政文书，采用邮驿制度，有驿道与省、府、及各州、县相通；境内沿海各口岸有

大道与县城互通，信息传递，颇为便利。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金家口(金口)设际泰号邮务代办，隶属于烟台

邮界，这是即墨境内近代邮政之嚆矢。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胶州邮界建立，

同年即墨设大清邮政局。继之，又设城阳、蓝村、客旅店(今店集)、刘家庄、流

亭等代办所。大清邮政后期，即墨境内局所，皆属胶州邮界。

辛亥鼎革，1912年(民国元年)，废大清邮政，建立中华邮政，1914年(民

国三年)，胶州邮界撤销，即墨邮政局、所改隶于济南邮务管理局，由青岛一等局

代管。1917年(民国六年)，城阳、金口代办所相继升为三等邮局，各与其所辖代

办机构形成网络。

随青岛贸易的日趋繁荣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至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即墨境内的邮政局、所已发展为18处，比大清邮政时期有了成倍的增长。

1938——1945年(民国二十七一三十四年)，日军侵入即墨，建立了日伪统治

政权。这期间，即墨邮政局受日伪政府与宪兵队控制，任其“检查”邮件，监视

邮工，邮包及汇款每每以“莫须有”的罪名攫为己有，致使邮政法规被践踏，业

务遭破坏。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即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奋起抗战，于

县西北境大沽河沿岸创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为了战争的需要，1943年(民国三十

二年)于解放区内建立了即墨战时邮局；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建立了即东战

时邮局，皆隶属胶东区南海专署战时邮局。战时邮局的建立，标志着人民邮政的

诞生。它是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机构，战邮职工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

切为了战争”的总纲，在“迅速、准确、保密、安全”的总服务方针指引下，以

“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的精神，积极勇敢地为党、政、军、群通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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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两即"战邮队伍中有孙有正、王兆仁等20名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本投降后，即墨境内存有两种邮政体制，一

是解放区内战邮演变过来的人民邮政，另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中华邮政。1946

年(民国三十五年)，中华邮政即墨局曾与解放区通邮，路由为即墨——店集——

金口，系自行车邮差邮路，班期不正常，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停通。

此后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战邮相继接管了解放区内的原中华邮政局所，至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底，解放区邮局通信、发行范围已开展到除即墨城关以

外的所有村庄，而中华邮政即墨局，至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春，仅有自行车

邮差邮路经由仲村、城阳、流亭、沧口、四方等地每日与青岛对跑一次，业务清

淡。

即墨电信始于电报，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墨设电报局，线路通莱阳、

城阳、胶县。1920年(民国九年)于金家口设电报局；三十年代，店集设报话营

业处；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山东省建设厅长途电话即墨分局成立，线路南通

青岛，北经渭田通莱阳城。在营业上，因线路质量低劣，工程不符规格，通话质

量极低，业务清淡。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前述之电信机构

全部撤销。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日人在即墨城建立电信交换事务所(后改称即墨电

报电话局)，设音响电报机l台，报路通青岛，设100门交换机2台，开办了市话

业务，最高装机曾达176部，用户主要是商户及日伪政权的军政机构。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降后，电报电话局倒闭，即墨电信再度中断。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由青岛电信局派员恢复即墨电信，开办了即墨电信

局。设音响报机1台，6门交换机1台，对外开办电报及长话业务，除军用外，民

众用户很少，业务萧条。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5月，局内员工在局长带领下

携机逃跑，即墨电信第三次中断。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5月26日，即墨解放。原解放区的即墨邮局接管了

中华邮政即墨邮局，(月底接管城阳邮政局，随后将其划归青岛领导)，建立了即

墨三等邮政局，隶属于南海专署邮局，“南专”撤销后，划归胶州专署邮电局，1956

年与即东邮电局合并为即墨邮电局后，划归莱阳专署邮电局，1958年划归青岛市

邮电局领导，1961年划归烟台专署邮电局领导，1979复归青岛市邮电局领导。1989

年底即墨撤县改市，即墨县邮电局遂改称即墨市邮电局。截止1989年底，即墨市

邮电局职能部门共设4股2室，另有13个生产班(组)，1个工程队、1个服务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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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1个报刊集邮门市部，28个邮电支局。

1949年后，即墨邮政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扩展邮路，开设局所。1949年底，

即墨、即东两县有局所30处，其中自办局所9处。邮路总长度为950公里(含投

递路线，下同)。1958年，实现了全县支线邮运汽车化，邮路总长度2177公里，全

县共计29处支局。1979年邮路总长度2600公里，邮电局所35处。1989年，全

县邮路总长度3159公里，其中自办与委办汽车邮路735公里，自行车邮路2424公

里。业务方面，1949年函件只有3．8万件、包件0．04万件，三十年后的1979年，

函件增长近200余万件、包件近15万件，人民邮政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

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实施，国际及

港澳地区出进口邮件亦有显著增加并呈逐年上升趋势。报刊发行方面，四十年代

初，战时邮局报刊发行的种类仅限于山东省内根据地创办的报刊，五十年代初开

始办理全国报刊订销，1951年，报纸、杂志期发份数分别为0．35万份、0．29万

份，1988年报纸、杂志的期发份数已分别达到6．12万份及6．50万份，累计份数

分别达到1187．24万份及105．29万份。

历经坎坷的即墨电信在即墨全境彻底解放之后，走上了康庄大道，自1953年

地方电信移交邮电部门后，实现了邮电合设。七十年代中期，人工报机改为电传。

长话电路1949年仅有3路，1959年起开通载波电路，电路增至8路，1986年28

路，1989年跃增至44路。1957年，长、市话刚分设时，市话交换机容量为100门，

1960年增至200门，当年实装165门，1979年增至600门，实占496门；八十年

代初容量增至720门，1983年，实占门数达669门，设备和用户均有较大发展。但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行，原有设备仍适应不了即墨农工商经济发展

的速度，满足不了人们对通信El益迫切的需求。为解决供需矛盾，即墨邮电局于

1985年底建成了振华街邮电大楼，安装了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2000门，于1986

年5月开通，从此摆脱了“摇把子”的历史。1986年7月，电报电路并于济南256

路自动转报网。1988年4月，电报增设中文译码机。同年即墨至青岛开通长途电

话对端设备。增加全自动和半自动电路14路，实现了与全国进网城市长途电话直

拨。同年开通即墨至青岛用户电报，新设无线寻呼发射机一台。随着乡镇企业的

兴起，农村电话发展迅猛，至1989年底，农话交换机达到58部，容量达到3664

门，．比1957年容量增加了26倍多。单路载波机79部，3路载波机27部，用于县

对乡镇中继线路，使电信设施步入了新阶段。1989年，市话又增容1000门达到

3000门，实占1980门；同年底，即墨——青岛光缆工程竣工，实现了即墨与青岛

市话并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即墨的邮电跨入了新时代，通信



概述

手段和面貌发生了根本改观!截止1989年，即墨市邮电局固定资产原值为726．99

万元，相当1949年的1500倍。

在“人民邮电为人民”和“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总服务方针指引下，

即墨的邮电事业在对即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产生和发挥巨大社会效益

的同时，其自身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大幅度增长。1989年邮电业务总量为282．1

万元，分别相当40．年前1949年邮电业务总量的300倍和10年前1979年邮电业

务总量的4．17倍；1978年，即墨邮电总收入60．43万元，1989年猛增达472．35

万元，增长了7．8倍多；1949年至1989年，累计上交收支差额1150．24万元，税

金84．82万元，其中1979年至1989年10年间上交收支差额728．49万元，上交

税金63．22万元，分别占40年上交总额的63％和7，1．50％。

1989年9月底，即墨邮电局职工在册人数为384人，其中具备大专学历者8

人。中专学历者22人，全体职工中具有各种专业技术职称者32人。在上级领导

下，全局干部职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深化改革，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技

术，不断增强通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已成为一支为党为人民群众所高度信赖

的绿色职工队伍。这支队伍，为振兴即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即墨的通信手段、

服务水平进入了世人瞩目的现代化行列。

进入九十年代的邮电通信事业，将继续为发展即墨经济当好先行。一座面积

2400平方米的微波、程控通信大楼和高100米的微波塔已于1990年开工兴建。总

容量为5000门的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以及长途数字微波，移动通信等现代化先进

设施将于1992年建成。并在继续创造条件，向更高的目标奋进，这必将为即墨的

两个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信大楼

营业大厅



程控大楼

和微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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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自动电话开通典}L

即墨局党．政．工领导人

A左至有：工会七帘J司淑琴、副局长朱明宝．党总支持记袁春德、
局长江承先、副局长史宗全、纪检柳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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