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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县邮电志》即将和大家见面了。它记述了我县近百年来邮

电事业的发展变化，再现了邮电事业前进的足迹。

这部志书，记述了静乐从明洪武元年(1 8 6 8)以来设有驿

铺，递铺，到大清宣统元年(1 9 0 8)始设代办所。民国二十一年

(1 9 8 2)设军电分卡，后设军电分局。到一九四六年评定为二等

局。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始设市话、农话、长话交换机，从此改为邮

电局。这部邮电志，翔实地反映了我县邮电事业的发展斗争过程，扼

要地记载了邮电事业前进的足迹。它，说明了我县邮电事业不断发

展，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人员相应增加，通信设备不断更新，邮电网

路四通八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生产和生活服务方面，

作了重要贡献。

这部志书，体形不大，但全面反映了我县邮电事业之今昔。愿我

县邮电战线上的全体干部、职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在社会主义

四化建设中，为我县邮电事业争做贡献，同时我深信，今后，随着信

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运用，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民邮电

事业必将更加迅速向前发展。

静乐县慧蒜磊翕羹高怀魁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曰



正在兴建的邮电营业楼。

九八叫年忻州地委投

于先进党支部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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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志编纂领导组成员。

局领导支局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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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发员正在分拣挂号信件。

电力机务员椎抢修油机4



县局话务员在工怍。

报务员桠=三发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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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遗

产生通信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近化越快，而通信就更为

发达。

中国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通信活动的文字

幻记载。原始的通信多以物示意，运用形、声两种方法传递信息。

静乐的通信始于明朝洪武元年(1 3 6 8)，设康家会驿铺一

处，同时设有递铺六个，配备铺兵若二F人负责投送公文。到大清宣统

元年(1 9 0 8)，裁康家会驿，设代办所一处，地址设在静乐县城

内。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 9 8 7)十一月，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LLl

西，于一九三九年占领了静乐城，我县的通信工具把持在日伪手中，

到一九四二年，静乐设交通站后，通信工作开始为静乐人民服务。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静乐邮政局成立，属三三等乙

级局，共有干线邮路一条，乡区邮路四条，同时设立娄烦、杜家村西

个代办所。一九五三年新装i订内电话交换机二十门，并架通静乐至忻

县的长途电话，架通娄烦、杜家村两个区政府的电话，从此，前话、

长话、农话，口传电报四项业务同时开办，将静乐鄙政局改为由}5电局。

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党支部坚持“人民邮电"方向，坚持企业

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迅速、准确、

安全、方便’’的邮电服务方针，对全体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

立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树立全程全网

联合作业的观点，保证党和国家及人民的通信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生

产力，推动邮电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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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清时期静乐县的邮驿情况
1 2 8 ◇

(。l-，耻．3．8—1 9 1 1)

我国的现代邮政早在道光年间英国人开始在香港设立邮局。其后

中国重要通商口岸都设，与香港邮局属支局，以为外侨阵递消息之

用。在后与中国通商各国，亦各在中国设有邮局。据清史稿交通志所

记，各国邮局设于中国者，英国有上海、天津、汉口等九处、德国设

有十四处、法国设确十四处、日本设有十六处、美国设有五处。这可

见中国之邮政没有真正基础时，外国人在中国设邮的情形他们不只在

沿海口岸设邮，而在我们内地也设邮了。到光绪二年(1 8 7 6)，

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始建议创办邮政。四年，始于北京、天津、烟台、

中茌及九江、镇江先后设送信总馆局，以赫德主其事。是为中国试办

邮政之始。

在邮资付与方法：光绪四年试办邮局时，己行使一分、三分、五

分纹银之邮票三种。

人民国后，国内祸乱不息，邮政进行之障碍随时可以发生。但赖

于多年来，基础良好，中国邮政事业之发展日进不已，没有停顿。当

时邮局邮路、办理邮件、包裹、汇兑五项业务。

山西南北驿道，始于秦汉，北出雁门关，可到塞外边疆；在出娘

子关，可到幽燕；南下经平阳、太平、降州，过闻喜直达风陵渡过河

通向秦蜀。随、唐、宋、元历朝皆如此。静乐虽无驿道驿站，但仍担

负着省内和邻县几个驿站的部份驿马驿夫的费用。到明朝洪武元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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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8)《注一》静乐开始康家会驿铺，并设有递铺六个，东路

娘子神、西路牛兰、道弘；南路王瑞庄；北路闹柳沟，永安镇，同时

配备铺兵若干人负责投送公文。

从此开始，我县驿铺东从阳曲，经娘子神、康家会，西到岢岚，

经牛兰，道弘，南过岚县，经王瑞庄，北上宁化，经闹柳沟，永安

镇，全长一百二十五华里。康家会设驿后，由于道路狭窄不平，难于

行之，所需费用，大部由静乐负担。迂高官，王命过境，县内官吏俱

要高迎远送、官疲民苦，穷于应付。

明朝正德年间(1 5 0 6—1 5 2 1)静乐知县李受，为使我县

驿道畅通，以免驿马驿夫疲惫之苦，曾动员我县人民整修过康家会马

驿，从此我县马驿道路，逐渐通顺。

雍正年间(1 7 2 3—1 7 2 9)《注二》，康家会驿址原在县

东，后因与邻县驿站道里不均匀而在七年(1 7 2 9)裁后，移到静

乐县城西三十里之处。

忻县合索铺、三交铺、牛尾庄铺每铺设铺兵二名，三铺工食费用

由静乐付出。

清乾隆二十五年(1 7 4 9)《注三》，把当时首都《称为京

师》皇华驿至各省、府、州、县的通达里程作了详细记载。其中到山

西北部阳曲县临汾8 0阳曲陵井驿l 2 0静乐康家会驿8 0，宁武宁

化站1 0 0宁武县宁武站5 0崞县闹泥驿。

清光绪二十二年(1 8 9 6) 全国设立了邮政分局，代办所。

静乐设为代办所由忻州分局所辖。担负着传递全县公文和人民群众的

书信。邻县有定襄、忻州的奇村镇、部落、麻会镇、董村镇均设代办

3



所直至宣统年间(1 9 0 9—1 9 1 1)

(注一)清康熙三十九年记载

驿铺

马驿明初有二一没于县西闹泥村一设于康家会。

闹汜驿初在县西闹泥村弘治十年(1 4 9 8)改阳武峪口北属崞县仍名闹泥驿。

康家会驿初在隳家会知县王孥瓮阳以闹驿既徙则康家会距凌井驿七十里距永宁驿百七十

里距宁化百四十里为不均乃议改县治西古社学之所诸路远迩学捎均而日行小差反加劳矣今

治西瞑为民舍驿在旧主簿署北所称日行小差反加劳者至今未得苏息也。

急递氯总铺原在县西与古社学后废为驿今无定所在城四路其一十三铺。

东路递阳曲县销五日娘子神冷泉康家会顺水蛉石庄。

南路邋岚县铺二日王瑞庄}f：jF。

西路递岢岚州铺三同。{二兰道泓山底。
’

北路j连宁化镦二二。闹柳沟永安镇。

注j■：縻鼍：会驿、在静乐县西州里旧在县东∥道里不均乃移此。雍正七年裁(1729>

(誊：：i)：滴代屹眵!二十五年(】7 4 9)曾印有(内府与图)～幅，把当时首都称

为《蔓⑩H》至各省昀驿涎⋯～‘列入，稍后又出版了戎大清爵秩全览))～书，其中有一篇为

≮驿站路程镐》详细列目j京师皇华驿至各省、府、州、县的里程、今特转抄做为～项资

料，影Ⅷ；发参考其f和部份府、州、县的地名和现有的县治名称不一致，特此说明。

到i}f西北部则阳曲县临汾驿8 o里阳曲县凌井驿1 2 o里静乐康

家会驿8 o晕宁武县宁化站1 o o里宁武县宁武站5 o里崞县闹泥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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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民国时期静乐的邮政电信情况

(1 9 1 1⋯1 9 4 9)

第一节现代邮政的开办

山西邮政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9 0 1)，起初为付邮界，而

后改为正邮界，但邮政权力一直把持存外国人手中。直到民国二十一

年(1 9 3 2)才由中国人接任局长。

静乐邮政开办于大清宣统元年六月(1 9 0 8)。当时静乐设有

代办所一处，设在静乐县城内，由忻州分局管辖。主要业务：约办理

往来平信，挂号等信件。

设在邻县的代办所有定襄、奇村镇(属忻州)、部落(属忻抖})、

麻会镇(忻卅f)、董村镇(忻州)等五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山西，于一九

三九年三月占领了静乐城内，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 94 5) 目军投

降，静乐一直是沦陷区，县内邮政业务被日伪把持，为侵略者服务，

只办理城市通信，农村一律停办。人民群众的通信大都靠私人捎办或

托城内商户亲朋代转。所以说静乐的邮政业务在当时只为侵略者服务。

一九四0年冬季，由于日本侵略军向静乐县猖狂进攻，被迫奉上

级指示，将静乐的三区、宁武县的五区、崞县的五区合并成了静宁

，．县。当时的交通站有站长一人，交通员七人，地址设在静宁县杜家村

5



一代(今静乐杜家村)。

一九四。年以后晋西北区党委(四二年改为晋绥分局)内设有交

通科、发行科。交通科负责党内机密文件的传递，发行科主管报刊发

行的组织宣传。一九四一年三月左右，根据晋绥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

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晋绥边区交通总局，这是人民邮政事业在晋绥边

区的的开端。由此，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内的交通邮政开始由简到

繁，由小到大发展起来。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交通邮政组织是依行政区划按级设

置：行署为交通总局、区分级为交通分局、县为交通站。机构名称

是：晋绥边区交通总局、晋绥边区第X分区交通分局、晋绥边区X X

县交通站。另外，设有干线联络站属总局领导。各级交通邮政组织，

属于边区各级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干部任免，人员调迁、机构设

置、组织编制、物资供给等由政府系统直接管理。其编制为：交通总

站下设局长、付局长、分设三个科，一个交通队。分区交通分局设局

长下设收发股、交通股。交通分站设站长、交通员。

静乐交通站设有站长一人，交通员十二人，当时的交通路线共五

条：一条是静乐至康家会至三交；一条是静乐至杜家村至坝门口，宁武

至二马营(宁武)；一条是静乐至砚湾至官庄(阳曲)；一条是静乐

至羊儿岭至岚县；一条是静乐至静游(娄烦)至娄烦。共305公里路。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实行精兵减政，各级交通邮政组织进行

了压缩和精减。边区交通总局改为交通总站、交通分局改为分站，取

消了科殴的设置，人员进行了压缩，总站付站长和分站站长兼任巡视

员。静宁县设站长一人、交通员七人，邮工十四人，由岚县中心站现

6



一静乐站。静乐站设在娄烦：设站长兼收发一人、书店一人、交通员八

人、伙夫一人共十一人。负责联络的单位：静乐站二支队、静乐县政

，府、静乐工作组、各区公所、总站。交通员的纪律：

1、不得私自拆阅任何书报文件等；

2、不得私扣押报纸、书、信件或迟误时间；

3、不得遗失任何书报文件，若遇遗失，应立即通知原发机关；

4、不得籍公营私、私图贩卖一切物品及不准私做营业买卖；

5、不得无故间断或推乱少出联络次数，应确实为群众服务，让

大家每天均能看报；

6、不吸大烟、不嫖不赌、不与政治不明的人接触。

邮路：静乐至三马营(宁武)逐日班邮工五人；静乐至米峪镇，

隔目班，邮工二人；静乐至忻州，逐日班，邮工六人；静乐至杜家

村，逐日班邮工二人。邮路长度为二百另三公里。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绥边区中央分局

和行署决定实行“交邮合一"，建立边区的统一交通邮政组织，因当

时还同时存在旧中华邮政的四个邮局。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了

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各县分别设立了邮政局。所有人员由我区邮政

管理局重新安排工作。邮政局成立后实行双重领导，政治、生产、生

活、物资供应由当地政府领导和供给。

一九四六年三月，静宁县分别按原县治所辖。静乐邮政局编制代

理局长一人，乙等邮务员一人，信差二人，邮工十六人。定为二等

局。到七月间重新又编制为二等局。干部三人，步班、驮班邮工十三

入。邮路分别是：逐日驮班静乐至坝门口(宁武)：静乐至阳曲；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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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忻州：隔日步班：静乐至娄烦；娄烦至王家崖；娄烦至米峪镇。，

邮路总长度共二百五十八公里，到四七年九月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

给静乐编制定员：干部三入，邮工十四人。地址设在县政府院内。

一九四九年三月晋绥边区和陕甘宁合并，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

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改为晋南邮政管理局。至十月一日晋南邮政管

理局并入山西邮政管理局。

静乐属三等乙级局。人员编制为局长一人，站长一人，业务员二

人，二F线邮工六人，县、区、乡邮工四人，城市邮工一人，骡子六头。

邮路共有二『二线邮路一条(静乐至忻州、路经石河、三交)。乡区

邮路四条，邮路总长度为二百公里。开办的业务是：出售邮票，收寄

平信。当时全县只有山西日报十九份、山西农民报八十八份。年累计

份数为三万九干八百五十份。和县区乡的来往公文等邮件。

第二节 电信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1 9 1 l——1 9 4 9)

LIl西的电报业务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 8 9 6)，第一条线路

由太原通往北京。电话业是由电报局分出来的。清光绪二十八年

(1 9 0 2)太原开始有了电话局，初为地方举办，光绪三十二年

(1 9 0 6)后，收归邮传部办理，改称阳曲电话局，在业务上属上

海电政局管辖。

解放前山西的电信事业，有国营和省营之分：国营部分属于|日中

央政府交通部系统；省营部分则属于山西省军用电信系统。

旧【j．』西的军用电信，名为军用，实质上是军用兼民用。平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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