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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邑县邮电志》即将问世，这是记述武邑县邮电事业发展的第一部志书，该书是

在中共武邑县委．县政府与衡水地区邮电局领导及地方史志办公室与地区邮电局史志办

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三个春秋艰辛努力而

完成的．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明古国，通信活动源远流长．据记载，我国在周代就有‘步传日

邮，马递为驿”的设置．孔子说：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秦．汉时期，武邑

县境内南从邺县(今邯郸)起至浮阳(今沧州)的驿遭穿越之．清雍正十一年(1721年)

武邑县有总铺和留仲铺两处急递铺，供传递官府文书之用．

近代，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邑县建立大清邮政代办所起，至1945年解放前夜

止，历经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大清邮政”和国民党惨淡经营的。中华邮政。，在这漫

长的岁月里，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等因素，在技术设备上，仍依赖外

国．武邑县邮电事业却无多大的发展，有时还处于凋落不堪的状态．’

l 940年．为适应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武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

了。武邑抗日邮政局”．在那残酷的战火弥漫岁月里，广大战邮职工．为了人民的解放

事业，不畏艰险，出生入死，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在武装革命时期的通信任务．

1 945年8月19日，武邑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了

人民邮电事业。建国41年来，邮电通信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到1991年现代化通信设备已初具规模，安装开通了20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具有

了一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通信设施。邮电通信网点遍布全县各地．为人民通信提供了方

便．目前为止，全局有一支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人民邮电。基本方

向，并具有较高邮电业务技术水平，严明组织纪律，能战斗的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邮电

职工队伍，基本满足了党和人民对邮电通信的需要。

我们在盛世修志，为的是以史为鉴，知往开来。使广大邮电职工了解过去，珍惜现

在．开拓未来，懂得胜利来之不易，为立志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贡

献自己的力量。

武邑县邮电志编纂人员，为了力求本志书能够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

他们树以恒心．历尽艰辛，广搜博采，精心挑选，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去伪存真

的原则，悉心编汇初成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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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历史久远，编写的历史断限较长．资料东鳞西爪．散

验不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

写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

武邑县邮电局局长兼党支部书记·候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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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在结构上仅列章．节、目．编纂宗旨是：在内容上坚持存真求实．取材

上体现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

二．本志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件开始之初，下限迄于1990年．

三，本志书除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武邑县的邮电发展变化外，还反

映了古代邮驿通信和清末，民国时期近代邮电状况．使武邑邮电源流清楚，得见全貌．

四，本志的体例按历史顺序和专业类别．采用横陈现状．纵述沿革．以文．图，表

相配．

五，本志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按历史习惯．即先列历史朝代年号，后在括号里

加注公元纪年；白1949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计量单位，一律以当时的计量量制为准．涉及的各项邮电计费．一律以当

时印制为准． ．

七．本志系专业志，对本专业。文化大革命”．按。宜粗不宜细”的原贝lJ处理，仅

在有关章节中择要简记，j不列专章记述．

八，本志书经审修后，定为9章35节．

H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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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邑县位于衡水地区东北部，东与阜城。景县交界，西与衡水市．深县接壤，南与

枣强为邻，北同武强，交河相连，地处黑龙港流域，地势低洼．土质盐碱，生产落后，

索有。金南官．银枣强，武邑破碱场。之称．石德铁路横穿境内，京大公路纵贯其间，

交通便利．

武邑县总面积822平方公里。总人I：1 29．67万人，县城本身人口1．28万人．全县管辖

3个乡镇，1s．'t-乡．545个行政村．共有汉，回．藏，壮，满，朝鲜族6个民族．

武邑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和副业．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1729万元，

农业总产值1’587万元．

武邑县邮电局座落于县城建设西路北侧。肩负着全县邮电通信的现业生产任务。

武邑县的通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时在现武邑县境内设有朔定亭．元代有驿

路穿越境内． 。

清雍正十一年(1 721年)．武邑有总铺．留仲铺两处急递铺．

晚清时期，始办近代邮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清政府在县城东街设

代办邮政铺商，此是武邑县近代邮政的开端。

民国元年(1912年)， 。交通部”接管了清代的邮电事业，大清邮政通改为。中华

邮政。．同年．武邑亦改为。中华邮政局”．自民国3年(1914年)至民国8年(1919

年)．武邑县境内编设邮寄代办所，这是近代邮政在武邑得到发展和普及的重要时期．

武邑县的电信事业始于民国24年(1935年)，中华民国武邑县政府筹款自行架设线路．

始办县内长途电话．自民国28年(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武邑县委、县政府．

县大队等抗日机关都先后建立了抗日交通邮政组织．这些交通邮政组织，不畏艰险，冲

破敌人层层封锁，靠肩背人挑，担负着传递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和报刊发行任务．始终

保住了冀南区和冀南五专署．五地委的红色交通线。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谱写了

武邑县邮电发展史上的极其光辉的一页，并为解放后的武邑县发展邮电通信奠定思想基

础和物质基础．

民国34年(1945年)武邑县解放以后，武邑的邮电干部职工在接受武邑县中华邮政

局和被破坏的国民党武邑县政府及日本军队等军政电信设备的基础上，对武邑县的邮电

设施进行了恢复和重建。从此．武邑县的邮电事业从中华邮政步入了人民邮电的新阶

段．恢复和重建的武邑县邮电事业有力地支援了战后武邑经济的恢复和全中国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邑县邮电局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恢复和发展邮电

事业．在建国41年里．武邑县邮电局历经多次体制改革．在业务管理．技术管理，计划



管理，财务管理及企业的各项生产工作，质量监督检查制度，交接验收制度，个人岗位

责任制度．安全保密制度等一套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足以保证了

全程全网的通信畅通．

1976年以后，邮电发展速度加快．至1990年，邮件运输全部改用汽车并实现邮路自

办化，农村投递实现摩托化；市内电话交换机，由供电人工交换机改制为自动交换机．

长途电路实现载波化；电报实现电传化并并入全省256路自动转报系统，结束了电报由衡

水转发的历史．

通过数十年的建设，武邑县的邮电通信能力和服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到1990年

底，武邑县有自办局所6处，代办所2处．全局从事通信工作的职工l 16人，国营人员

88人，农话集体人员28人，有管理人员12人．固定资产达195．76万元，建房面积3115平

方米．
‘

邮政；县内邮路(三轮摩托车)54公里．农村投递(二轮摩托车)9条．999公里．

自行车邮路3条，IT7公里。投递点537个，市内投递段道3条，45公里．全县18个乡

镇，545了行政村都能看到当日衡水报和次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

武邑拥有邮运三轮摩托车一辆，农村投递二轮摩托车1 5辆，备用12I汽车一辆，自

行车I 3辆．分拣挂号台席3处，储蓄台席2处．
：

电信：武邑县有市话磁石电话交换机5台，总容量500f-j。长途磁石电话交换机2台，总

容量60门，市话装机408部．武邑至衡水12路电话终端机一部．市话架空电缆4．8皮长公

里．明线杆路长8杆公里． 。55型”电传打字机6部，自动转报机2部，无线电台2部．

农村电话磁石电话交换机8部，总容量430门，农话装机2l 5部，杆路长127杆程公里，其巾

水泥杆路73杆路公里，电缆4．7皮长公里；乡镇磁石电话交换机I 2部，总容量490门，杆

路长28杆公里． “

随蓄通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高．全年

完成计费业务总量544214元．其中计费的为529950元，国营为428905元，为1989年的

67．14％．农话为10 1045元，比1989年增长106．64叻，业务收入为87．72万元，实现收支

差额3．013万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邑县邮电局对职工的工资进行了多次调整提高，月平

均达100多元，及职工家属宿舍的建设和扩建都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邮电通信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

人们所认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建设和发展邮电通信事业列为本地在

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先行。目前武邑县基本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邮电网路辐射全县．1电话

遍及城乡，四通八达的邮电通信网．只要全体邮电干部职工同心同德，共同奋发建设邮

电，武邑县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状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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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秦朝 (公元前221年一公元前206年)

秦时．现武邑境内，设有朔定亭由邺县(邯郸)起至浮阳(沧州)的驿遭．穿越现

武邑县境．

清雍正十一年(1721年)

武邑县有总铺，留仲铺两处递铺．

一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2月清政府于武邑县东街设代办邮政铺商一处。

清宣统元年(1909年)

6月清政府于县城北街设大清邮政代办所一处．

●

．f 民国元年(1912年)

武邑县大清邮政代办所改称武邑县中华邮政局。

本年，武邑县中华邮政局开办包裹业务．

民国5年(1914年)

武邑县中华邮政局属直隶(地址天津)邮务管理局管辖．同年，4月1日设审坡镇．

西桑村．邮寄代办所两处．

民国6年(1917年)

武邑县中华邮政局设；圈头镇，龙店镇邮政代办所2处．

民国8年(1919年)

武邑县中华邮政局属北京邮区管理局管辖．

12,q武邑县中华邮政局设：石海坡．孙寨，审坡村、西桑村、马回台镇邮寄代办所5处．
3 一

民国9年(1920年)

武邑县中华邮政局开办小款汇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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