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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弦县邮局自190Z年9月设立以来。已经80年了。但它便是近代的年龄。由于我国悬

——分古老文孵的匿家，邮传的历史是不能以十年为计算单位的，否则，就不可理解。

特别是三十二年来，我县邮电恳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人民的通信事业取得了很大

豹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发生过不少失误，有深劾的教训。

为了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创造将来，从而培养我局邮电职工爱国主义情操，热爱

狙国的邮电事业。增强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心和必胜心，努力从事邮电现代化建设，我

局决定编写邮电志。根据近代，现代历史资料，追本求源，继往开来，为我县邮电部门

了解历史发展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提供历史借鉴，推陈出新，以利更好工作，为四个

现代化建设服务。

盛于邮电部门的高度统一性与新都县发展的特点，在编写本志时，在有关邮电全局

豹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以矗新都为主，新繁为辅静， “邮政为主，电信为辅黟的方式，

以免叙述重复。

新都邮电志，在县委的统一部署和县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下，经二年时间，初步完

成了全志的编篡工作．

本志，在局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以及邮电禺广大职工的积极支持和有关部fj的协

助下，本着广采博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注重实用的原则，经内查、外调，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尽力使之符合实际。但由于我们思想识认不高，写作水平很低，缺乏编

志经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指正。’

局长 王祖汉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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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 述

1902年新都县设邮以前，官署文书由驿站传递。驿站创始于周代，相沿至清。民间’

书信赖“麻乡约刀等商办民信局寄递。

鸦片战争后，各列强与清王朝订立不平等条约，海关权为外人垄断，并划定租界和

势力范围。各国为自己的通信方便，纷纷设立邮局，称为“客邮”。

清王朝鉴于各国在我国设立邮局日多，且深入腹地，利权外溢，乃子1896年(光绪

：十二年)3月20日，准将海关邮政正式改为“大清邮政”，成立“邮传部”。但仍由。客

卿一主政，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管理及区划的限铡，直至民国。

1902年9月1日新都设局后，次年12月1日新繁也设立邮局，并先后在县境内较大

乡场设立邮寄代办所。邮政的发展取代了商办民信局，成为民间书信往来的主要工具。

民初(1912年)，擞销驿站，政府公文亦交邮局寄递，使邮政成为为政治、军事、

群众服务的通信工具。‘ ，

、民国中期，由于簿阀割据形成的农村电话网与宫办的电信网相结合，更增加了邮电

的改治色彩和其服务蘧的广泛性。虽然邮电人员工作艰苦，生活贫困，俚却为群众的通

信提供了方便．，

新都邮电事北从1902年新都设局开始至1949年，经历了四十七个春秋，但发展缓

慢，变化甚徼。

1949年12月，四川解放后，取消了邮电人员的等级贵贱制度，进行了邮电合并，改

善了邮电职工的劳动条件和职工生潘，仪1952年，邮电业务收入就为1949年的二点九倍。

随着各项规章匍度妁建立，劳动条件酶不断改善，设备的改造、更新，至1982年仅

三十三年的时间，邮电自办局所为1949年的四倍。邮路消灭了体力繁重的步班r以自行

车、摩托车为运递工具，鄙路长度提高近五倍。长途电话电路增长四倍，并有了载波设备，

交挨杌容量提高二倍。电报使用了电传打字祝，。无线电报电路从无蓟有。市内电话由磁

石式一跃而为自动；容量提高八倍，电杆由木杆改为水泥杆．枵路长度增长__点三倍，

线路由单线进而为电缆。线路长度增长十二倍。’会议电话可以上通中央、下达乡镇。农

村电话也有了载波设备，交换杌容量增长三点四倍，秆路由木杆改为水泥杆，杆路长度

增长一倍，线路由单线改架为双线，’，线路长度增长一点五倍，交换点增长三倍。无论长

途．市话，农话÷。音质音量虽不能绝后，但可空前．全局职工人数增长五点二倍，并培

养出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

新都农村电话始子民国中期p-予1940年(民国=十九年)由省接管时，虽全系单

线，音质音量低劣，但也初具规模。后因维修不力；．至1949年巳破烂不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并年年拨款对县境内农村电话大力改

造维修，．至1954年己能与国营线路联络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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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农村电话开放营业及1958年全匿收费，农话收入年有所增，覃-19S2年已达丸

万余元。但为保通信质量，加强设备维修改造，投资款额仍大于收入．

第二编清代、民国时期的邮电

第一章 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变革

一、邮 政

1=。、 起 ‘源

我国邮传历史悠久，可以追溯甚远，远古的通信从六干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对掰

就已在我国出现，有文字可考的邮驿史，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殷商盘庚年代静卜辞(甲

骨文)中就有记载，周代已普遍应用“烽火台帮e，邮传已相当发达，驿传相沿至清，

历代政府为传递公文，在全国各交通要道上设立驿站，并立碑标记，为传递公文人员食

宿及马匹更换之处①。

铺递全称“急递铺”，为元朝所置。每铺有几个铺丁，专门传递官府的紧急公文，

一昼夜规定要行四百里①。明朝曾设洪驿铺、子来铺，弥牟镇铺、龙门铺子新都。设县

仃，重兴二铺于新繁。

观在尚存以矗铺"矗驿"名得名的地方，如“大面铺一、‘‘龙泉驿黟等．

清代的驿站事务先属兵部车驾司主管，及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月初七日矗大

清邮政胗正式挂牌成立露邮传部珍后，上谕将驿站弼归邮传部，于宣统三年(1911年)

七月初一日，正式由邮传部接管，，并逐步裁并②。

新都因地处北大路．为出川必经之途，驿站设在县城内，始为宋朝所置，清初置。广

投驿秒石碑于县署左侧，设站马兰十匿，马夫十五名．东至汉州站五十里，至德阳旌阳．

驿九十里，西至成都锦官驿四十里。并设毗桥河铺，玉皇观铺，督桥河铺．蓝家店铺．

乾隆元年(1736年)设底塘，龙桥二铺于新繁．以传递公文为己任。直至清末◎。
。

民间书信往来．只有托人捎带。不但辗转传递，缓不济急．．而且往往延误或遗失．

为互通信息，迫I刀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时而起①。

相传，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一时，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有大批农民被迫迁至四

川，由于思念家乡，每年推选人员回故兰探望，往返带送士特产和信件。⋯被推选的人办

事公正．讲守信义，人们称谓“麻刍约”， “麻一是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主

要负调解责任的一种公务人员。以后逐渐形成专业的盘信轿行l①。

麻乡约的营业范围过去一般人给r它六个字的概括i就是簟管得宽、管得长”．所潸

管得宽。指的是无所不运’所谓管得长，指的是远者京．津．沪．．汉，近者西南三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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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穷乡僻壤都可运到．它的主要业务是客运、货运，送信三种j经营送傣i的招牌n耳

“麻乡约民信局?，主要办理信件及汇兑，由于其组织机梅筒省-，选用于练人员■耐顾
客实行负责赔偿制度，外内实行奖励制度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因而信誉不断提商，业

务不断发展，驾乎其他同业之上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设立“大清邮政"之后，。清政府对民办通信事业是：既允

许其存在，与官办邮局相辅而行；又采用限制之法，逐渐取缔之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国民政府对民信局勒令限期结束的高压政策下，民信

局就完全结束①。

旱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川设邮以前，成都有一商办“兴昌和"民信局，收

寄新都、新繁、广汉、德阳、金堂等十三地的信件和银钱，每月走信二次，沟通了民间

书信往返②。

鸦片战争后，各列强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海关权为外人垄断，并划定租界和

势力范围。各国为自己的通信方便，纷纷设立邮局，侵犯中国主权，清政府还美其名目

“客邮圩，对办理邮政之外国人员则尊称“客卿”①。

清王朝鉴于各国在我国设立邮局日多，且深入腹地，利权外溢，乃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二月初七日，准将海关邮政改为“大清邮玫"成立“邮传部”。但仍由“客

卿"主攻，自成体系，不受地方行政管理及区划的限制，直至民冒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川开始设邮，当时北京邮政当局派员由汉口入Jll，先在

本省重庆、万县两她设局，翌年始来成都开办邮局收寄信件：成都设局后，又先后在JIl

，北、川西南各地设立邮局，推展邮务。后因内地邮局增多，乃在成都成立“四川邮界邮

务总局”，扩展邮务。逐渐扩展邮局、邮路至各小县份及重要场镇⑤。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权改“邮传部移为“交通部’’，下设“邮政总局"予北京，

直接管理全国邮政事务，并决定从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一日起撤销驿站，各署衙公

文自行送交邮局挂号寄递②。

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驿站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全部撤销③，新都驿站也同

对结束。
‘

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京邮政总局以四川邮区幅员太大．为了便于管理内地邮

局，乃划分四川为东、西二邮区，在重庆成立“东JIl邮区邮务管理局靠，成都设立“西

川邮区邮务管理局”⑤。
1’

2、 机构的设置及变革

光绪=十八年(1902年)九月一日，总局在新都设立二等邮局⑥，设局于南街。后

于民国十年(1921年)迁局址于西街③。

新繁设三等邮局，为总局于光绪二十九年(11903年)十二月一日所设⑦，局址设予

西街⑧。
”

唐家寺邮寄代办所，为总局子光绪兰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三日设立⑨．

泰兴场邮寄代办所，为总局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十八日设立@。

石板滩邮寄代办所，为总局子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三十一日设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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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义桥邮寄代办所，为总局子宣统二年(1910年)十--,q二十五日设立，后于民国

：十八年(王939年)十一月十六日，经西川邮政管理局第2178／66011号指令升为三等乙

缎邮局@i

三河场邮寄代办所，为总局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三十日设立⑥。

+斑竹园邮寄代办所，为管理局子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一日设立@。

龙桥场邮寄代办所，为管理局干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六月一日设立⑩。

河吞场邮寄代办所，为管理局于民国二十八年(1935年)九月～日设立⑩。

清流场邮寄代办所，为管理局子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一日设立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设清白江邮务信柜⑧。

民国三十年(1941年)设马家场、军屯场、王家船、严家桥、新郫桥邮务信柜及龙

藏寺、清凉寺邮站⑧。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设踏水桥、福田寺、天缘乡、毗河、天缘桥、二江沱、泥

巴沱、永兴场邮务信柜八处⑧。

凡由成都总局为始发邮路经过之各局、所，统由成都总局管辖，不按行政区划分片

彗理，而按邮路分片决定局所的领导关系。

3， 组织管理、人员甓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足初七甚，“大清鄙改势正式成立②，但邮权仍由外鼠

入垄断，直至民国中期。这一时期称为邮政客卿主政时代，管理局内主管人员几均为外

人。邮政局、所，统归总局管辖，自成体系。

总局内办事人员虽各人经办事务、职位名称不同，但其等级分弱，地位悬殊。职务

名称则有供事、邮务生、洋文拣信生、中文拣信隼，嗣后，供事及邮务生均改称邮务
员；。拣信韭改称邮务佐。另有信差、邮差、局役等⑤。

总局下设l毛|I局，分一、二、三等，等中分甲、乙级。另设委办机构，名日邮寄代办
-

所．

总局内习用英文，英语，通用西欧称呼．礼节，半封建、半殖民的统治体现无遗。

71、新都始设二等乙级邮局，人员像二、三人，设局长●人，幕办业务，至国民政府统

治中期，’配备局长一人(邮务员)，襄办二人(邮务佐)，信差一人，局役一人，共为五

人．

新繁为三等甲级邮局，后配备局长一入r襄办一入，信差一人，局役一入，共为四

人·。、
新都邮政局民国近期之局长有：朱悟义、刘月余，贾昌、杨纯如任职至1951年12月。

新繁邮政局开办局长为宁智，以后历任局长有t杨承浩，王志刚、黄，恩成、吴绍普、

苏燮卿：庄开选、岑季宣⑩、夏勋任职至1950年12月。

新都、新繁邮政局自成立之始。所有人，财、物统归成都总局管辖，事无巨细，均

焉请示总局批准。’一局之长，无动用一文之权，购铅笔一枝亦行文上报，经批准方能开

支．此制度二直延续至审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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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会组织

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胄1八百，‘‘打西川邮务总工会"在成都成立后．成都附近地

区的邮局因每地仅有二兰人，没有单独成立工会坌醣‰凡参加工会的人员都加入成都的

邮务总工会@。，
新都，薪繁的邮政员工都加入成都的邮务总善会·成为会员。

二、电 信

l、 起 奢

光结七年(188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由军饷架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十二月二

十八日正式开办公众电报业务②。

光绪十年(1884年)，以官督商办的办法，线路鼹湖北宜昌经万县到达重庆②。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仍以官督商办之法，架通成渝线路；设成都电报局②。并开

始架设成绵电线，经新都过境。 ．

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将电报收归蜀有，由“邮传部"设电政局于北京

管理全国电局②。

由于电信一开始就为官僚所管理，并主要为军事、政治服务，各电局的大门IZl，初

期都挂有“电政重地，禁止喧哗"的“虎头牌。，严然衙门，营业人员虽不是“官一，也

以“吏"自居．他们的作风、态度，自然和当时的一切封建衙门人员大致相同的。辛亥

革命后有所改进，取掉了“虎头牌一，但作风未改。直至抗战时闯，仍有“柜台里的冷

气"的指责②。

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地方政府购一百门磁石式电话总机设立“成都电话所”⑦。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权改“邮传部黟为搿交通部靠，下设电政局于北京管理全

国电局②。 、

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架设成都经绵阳，广元至长安电报线路②．经新都过境．

民国二年(1913年)，因各地电局设置增多，直接管理，实有困难j因而撤销电政

局改为分省管理。四川、西藏合设管理局子重庆，名为搿川藏电政管理局≯。后于民国

十一年(1922年)收回交通部管辖②。

民国九年(1920军>，四J|I军阀分区割据局面开始形成t为互相混战盼军事遥．信需
要，就各自防区内纷纷架设电话线，以单线连接备分机，l；喜能通话为标准，．形成了由地
方管理的电信网②．

‘五月，设置成淮军用电话，线路借挂于电报局杆路，自成都至新都牛夹镇，：牛头镶
至淮州则另置电杆。

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设置新金军用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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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的设置及变革

新都电话创始子民国十一年(1922年)一月≯设新都、教繁、广汉电话，只属军席③扣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改办新金汉军用电话。后设立“新金汉陆军电话局”。

民国十六年(1927年)，电话房由政府接管名为“新都县电话局”。始设电话于县政府。

民国十九年(1930年)，改隶建设局，更名“电话管理处"⑨。

民国二十西年(1935年)， “电话管理处”更名“电务股”，直属县政府第三科领

导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新都办实验县，改设电话室③。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本县电话室奉省府指令移交“四J|l省电话管理处”。

接收管理，更这“四川省电话管理处新都县管理所，，@。、、

新繁县乡村电话的建设由地方士绅周克明等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负责筹办，经

四月之久基本完竣，成立“电话管理所”，由县政府建设科直接管辖@。。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 “电话管理所"奉省府诣冷移交“四川省。电话管一

理处”接管，更名“四川省电话管理处新繁县管理所"③。

3、 组织管理、人员配备

民国十九年(1930年)，新都县政府接收“薪金汉陆军电话局”拨归建设局领导，改

名“电话管理处”，人员分机工、线工、接线生、工役。人员多少无统一规定。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委任第三科科长万晴瑶兼任“电话管理处”处长一
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张克明任电话室代主任。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二十九日，省电话管理处令魏秉乾代新都县电话管理

所主任。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三日，省电话管理处令王淑卿任代主任。

新繁县电话管理所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筹建完毕，即由周克明充任所长一职，

后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辞职。

向克明辞职唐，因地方财力有限，宋另委主任，由技师黄松柏暂负此责，后于民国

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辞职。由技师李元勋承办。
一、

民国=十九年(1940年>一月，省接管后，另委第三科科长李际春为誓电话管理所，，‘

代主任；后于同年四月辞职，复派李元勋兼代主任一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

李元勋辞职，由王子荣接任主任至民国三十五年(1646年)，刘绍廷接任主任直至1949年
底薪繁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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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和设备

一，网 络

1，i—k曩I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十四日≯威都设局后，逐渐扩展邮局、邮路至备

县份及重要场镇。至清末，邮路经过新都，j薪繁薯境者有四条，邮路统以成都邮局为始

发局，其一，经石板滩至遂宁，其二，经寨兴场至赵镇，其三，经三河场，新都，唐家

寺至广汉，其四，经祟义桥，新繁至彭县。

附：清末新都，新繁地区邮路图

(根据“局所详情表謦+整理)

民国十五年(1926年>·成(都)——彭(县)嵋路增设斑竹园、龙桥两个点．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新辟广汉经向阳场，军屯．阿吞场至新繁邮路，为闯一日

步班运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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