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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继世修志”，是中华民蝽的优良传统。编篝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已

《汕头邮电玺》，作为汕头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

件大莪

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

的出版，是汕头邮电史上的一

≮

汕头，．昔是“十口通商"的旧埠，今为经济特区的新城，是一个被誉为“南国明

珠”。的海巍哥放城市，。在此七壤中产生的汕头邮电事业，既具有邮电的行业特征，又

富有浊头的地方特色。《汕头邮电志》的任务，就是力求如实地反映120年来汕头邮

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慨况，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为我局的两个文明建设i

服务。为此目的，我局从1986年6月起，即着手《汕头邮电志》的编纂工作。经过一

年多的共同努力，于1987年lO月完成初稿，经过征询意见，反复修改，现在定稿出

版。 7

《汕头邮电志》的问世，其意义是深远的。但由于该志内容涉及范围广，时间跨

度大，并受到资料匮缺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错漏在所难免。因此，敬希全国邮电同仁

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俾以不断完善，逐步提高。

在此，我也希望汕头邮电系统的广大职工，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戮力同心，不

断前进，加快我市邮电通信的建设步伐，用实际行动来谱写《汕头邮电志》的新篇

章。

周得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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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的编纂宗旨是：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内容上提倡存真求实，取材

上体现详今略古。

二、本志的体例是：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力求偾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实叙事为主，寓议论于记述之中。

四、本志上限年代1 867年，下限年代1986年。为了表述的需要，个别蕈节不受此

限。(根据上级补充通知而增加的1987年概况，附后)

五、本志记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先列历史朝代年号，后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记年，“大事记”则先列公元纪年，后注

历史朝代年号。

六、本志所记范围以汕头市区为主。胭汕头市曾为地(专)区首府所在地，所以

区内各县邮电的有关情况，仍有记及。

七i本志涉及的地名，’如因年代变迁而更改者，则先列原名，再注今名。

八、本志提及的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处理，仅在有关

章节中择要交代，而不立专章记述。

九、革命烈士和已故的有突出贡献者，记入“人物传"；获省局以上荣誉称号的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列入“芳名录”；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事迹突出的在世人

物，则在芳名录之首，以“人物简介”形式记载。

十、本志中对各个时代人物的称谓，依当时的习惯，不加政治性定语。

十一、为了节省文字，本志使用了部份专用名词和约定俗成的简称： “沦陷”，

指被日军占领(汕头沦陷日期为1939年6月21日)；“复员"，指ft本投降后国民政

府恢复统治；“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放"，指人民政权的建立

(汕头解放日期为1949年toYt 24日)；“党”，指中国共产党，“省局"，指广东省

邮电管理局；“地区局”、“专署局”、“市局"，分别指汕头地区邮电局、汕头专

员公署邮电局和汕头市邮电局。，



概 述

{llJ头市区位于广东省东离端，濒临南海，三面环本，内港汇合韩。榕、练三江，

面积24文5平方公里，入口77，4万，是潮汕地区经涎：：I-．政治、文化、交通的中心。汕

头港素为华南对外贸易的重要港1：1，也是粤东华侨稀港、澳、台同胞的进出口岸。汕

头市同时又是我省邮电通信东路群的枢纽。 i -

潮汕地区的邮政通信历史悠久，清乾隆初(公元1736年)潮属九县已有驿路i9

条，共长1600公里，驿铺129个。清成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汕头辟为遁商口岸。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潮海关开办邮政业务。光绪廿三年(公元1897年)清政府在

汕头设“汕头邮政总局”，仍附属于海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邮局脱离海关，

成立独立的邮政机构。与此同时，英、日、德在驻汕领事馆内，各设“客邮”局所．

德国因欧战失败，其“客邮刀于民国6年(1917年)4月25日自行停闭。英、日“客

邮力在我国外交部照会下，也分别于1923年“月30日和12月31日关闭。民国25年

(1939年)汕头邮局首任中国人局长曾玉明到职，结束了汕头邮政“客邮揽权、客卿

主政，，的历史。但是，此后因迭遭战乱，尤其是六年沦陷，汕头邮政事业发展仍然缓

慢。

汕头电信通信始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利用沪粤电报线路途径汕头之条

件创办汕头电报局。民国18年(1929年)交通部在汕头设无线电台，始有直通国际电

报电路。民国元年(1912年)商人高绳之在汕创办汕澄电话公司，尔后又发展至四家

民办电话公司，民国25年(1936年)全国实行“电政统一”，汕头无线电台及四家商

办长途电话公司先后并入汕头电报局。汕头市内电话最先由萧楚岩于民国7年(1918

年)筹办，名为“汕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翌年通话。民国21年(1932年)汕头市

政府筹办汕头自动电话所，安装了lOOOH 7 D旋转制自动电话交换机，从而使汕头成

为全国第九个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的城市。

近代汕头邮电通信在前后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邮电工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政治压迫和谋求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大革命时

期的1925年，在党的领导下，48位信差和邮件搬运工率先举行了汕头邮电史上第一次

罢工，并相继成立了邮务工会和电报工会。在斗争中建立了汕头邮电企业中的第一个

8



党组织——中共汕潮揭普电话公司党支部(后改为总支委员会)。直至解放前夕，中

共汕头市工委第一、二工作团在汕头邮政储汇局、电信局中秘密建立了护局小组，领

导工人开展护局斗争。

1949年lo月24日，汕头解放，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市内各邮电机构。尔

后，汕头市自动电话所并入汕头电信局，并接管了原民国政府八区专署电话所及澄海县

石交换机1部10f]，市内电话有7 D旋转制自动交换机looof了，实占约600号。

在解放初的三年恢复时期，通过接管旧的邮电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恢复整治，建

立新的生产秩序，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等工作，使几乎瘫

痪的汕头邮电通信到得复苏。1952年lo月1日的“邮电合一刀，又使汕头邮电通信走

上统一领导和经营的轨道。这三年上缴收支差额共达311．7万元。

从1953年至1957年，汕头邮电局开展整顿劳动组织和经营作风，整顿乡邮，推行

计划管理，健全责任制，贯彻规章制度，从而逐步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发展了

新的业务，接办机要通信，代管地方电信(农村电话)，邮电通信迅速获得发展，在

这五年中，业务收入864．7万元，收支差额530万元。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邮电体制下放，以及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使

邮电通信建设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后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又使通信建设

逐渐恢复生机。1965年固定资产原值达到319．45万元，比1958年增长20．2％。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制度韵制约，汕头市邮电局虽未

停工停业，但工作秩序、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业务收入和

收支差额逐年减少，1966年至1968年年均业务收入154．83万元，收支差额85．73万

元，分别比1965年下降了11．4％和19．1％。1969年末到1977年，汕头邮电通信在徘徊

中前进。

1978年邮电归口领导，通信事业又步入正常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汕头市邮电企业进行了

内部改革，企业由生产服务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努力提高

自身的经济效益，增办新的业务，采用新的通信手段和先进挠术，将80年代的汕头市

邮电事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86年底市区通信实力为：

通信网路。油头市邮电局辖有潮州、普宁、潮阳、揭阳、揭西、：饶平、澄海、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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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南澳等县(市)邮电局9处，．市区设有分、支局(所)5 7．处；市区至各县(⋯市)

邮路27条，总长度1388公里；电报电路43路，长途电话电路296路，其中港澳33路。

主要通信设备。邮运汽车15辆，摩托车ll辆，自动邮包收寄机7部，资一费机2

部，信函过戳机1部；汕头至厦f]300路小同轴电缆长304公里，微波通信1800路(已开

通960路)；140l更!线全电子自动用户电报交换机1部(用户58户)；纵横制市内电话

自动交换机1套7000f-1；从f；1本引进的程控交换机设备1套12000门；开通长途程控交

换机240门。 、 。

固定资产。总值2516．1万元，其中生产用固蕊资产1973．8万元。邮电生产场地总

面积28246平方米。建有外马路邮电大楼、广场邮政受楼、金砂综合，大楼、微波塔、

达濠邮电大楼、邮电职工中专学校等设施。还有职工宿舍38295平方米。1985年投资

669万元建筑面积7434平方米的汕头邮政处理中心，也即将投产。

邮电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通信效能的增强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1986年与1950年

相比，进出转口函件业务量：3332．1万件，增长5．7倍；进出转口包件业务量：65．8万件，

增长87．3倍；进出口汇票业务量：61．4万件，增长41．9倍；报刊发行量累计3584．8万

份，增长21．8倍；电报发报54．5万份，增长2．5l倍；长途电话去话146万张，增长

32．6倍；市内电话用户10125户，增长14．4倍，各乡镇和98％的行政村都通邮路。郊区

8个乡镇，84个行政村，128个村民小组均普及了电话。1986年邮电出口计费业务总

量804．3万元，业务收入1334．7万元，较1952年增长g．4倍，收支差额64,q．2万元，比

1952年增长7．8倍；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5313元，较1958年增长20．9倍，实现业务

总量、业务收入、收支差额同步大幅度增长。

随着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职工队伍不断壮大，职工素质不断提高，1986年末，

全市邮电职：E4639人(其中市区的职工1399人，为1949年底的3．7倍)，其中大中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142人，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54人。

在邮电通信发展中，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不断提高。1984年汕头市邮电局进行了全

面整顿，经省邮电管理局检查验收，获“企业整顿合格证书”。在此基础上，汕头市

邮电局坚持以加强通信建设为中心，继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积极推行经营承包责任

制，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开发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千方百计增强通信能力，推动

通信生产持续增长，因而，允后被邮电部、省邮电管理局、省经委、省企业管理协会

和市政府评为经济效益先进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和企业管理优秀企业。

邮电通信是国民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基础设施。解放37年来，汕头邮电通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日新

月异的形势对邮电通信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汕头市邮电局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深

5



化改革，抓住机遇，发挥经济特区的优势，用足用活政策，广开门路，实行多种经营，

力争更大速度的发展。至1990年，计划达到：邮电业务总量6516万元，年均递增25％，

业务收入10934万元，年均递增23％；收支差额4814万元，年均递增18．92％l劳动生

产率人均9915元。大力发展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lO．2万门，．年均递增45．3％，

市话普及率为3．9％；长途电话增加138】．路，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率达30％。邮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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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8 6 7年(同治六年)

A、 潮海关兼办邮政业篝。
々

l 8 8 3年(光绪兔年)
△ 4月8日，清政府开始架设上海经汕头至广翔陆线电报于线，同年，在汕头

、《

衣锦坊口设立电报局，翌年11fi 5日竣工通报。

1 8 9 0年(光绪十六年)

A 3月，清政府在潮州、汕头等地推广邮务．

1 8 9 7年(光绪=十三年)

△ 2月20日，汕头邮政总局成立

△是年，全国第一次划分邮界(按通商口岸标准)。汕头邮界为华南1 4个邮

界之一。

1 9 0 2年(光绪二十八年)

△是年．汕头邮政总局开始向内地推广邮政。4月6日，创立潮州邮局，5月

5日，创立揭阳邮局；5月10日，创立潮阳邮局；5月28日，创立澄海邮局。

1 9 0 3年(光绪二十九年)

△是年，油头邮政总局继续向内地推广邮政。4月4日，创立黄岗邮局；11月

19日，创立普宁邮政代办所(1930年8月16日改为三等邮局)和河婆邮政代办所

(1931年11月改为三等邮局)。

l 9 0 4年(光绪三十年)

A 日本和德国在汕头开设邮局，连同前已开设的英国邮局，汕头当时有三所外

国邮政机构(史称’“客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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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1 0年(宣统二年)

△在全国第二次邮界划分中(按行政区域标准)，汕头划为副邮界，设副总局．

△ 5月23日，设立南澳邮政代办所。

1 9 1 1年(宣统三年)

△．．5月，汕头邮政副总牍与海关分设。 、．

△ 8月1日，汕头邮局局丧孟那士(英国人灞任．

1 9 1 2年(民国元年)j
、瑶

△澄海县商人高绳之在汕创办第一家商办电话公司，经营梅溪、澄海电话和电

报业务·

1 9 l 7年．(民国6年)

△ 4月25日，在汕头的德国“客邮”因欧战失败，自行关闭。

1 9 1 8年(民国7年)

△ 商办汕樟电话公司在汕头永泰街全成兴内成立，总理黄昌明。该公司电话通

外砂、莲阳、樟林、隆都和澄海城等地。

△汕头大地震，邮局租赁的海关房屋塌毁，在外马路24号(现汕头市邮电局安

平支局)建新局(1920年竣工)。．

△ 4月，萧楚岩于外马路广州街M创商办汕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市内初装机

用户260余号。

1 9 2 o年(民国9年)

△8月1日，汕头邮局开办邮政储金业务。

△是年，设于同平路的商办潮澄电话公司成立，总理蔡声鸿，电话通潮安等17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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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2 1年(民国1 0年)

△ 1月1日潮州邮局开办邮政储金业务。

△是年，设于吉安街的汕潮揭电话公司成立，总理马佐，电路通潮阳、揭阳、



普宁等18处。

l 9 2 3年(民国l 2年)

△是年，在中华民国外交部照会下，英国和日本在汕所设邮局分别于-liB30日

及12月31日关闭。

l 9 2 4年(民国、l 3年)

茂在汕头招商街后，谖军用无线电台，《许伯雄．
X

．璐矿“

1 9 2 5年(民国1 4年)

△隶属予广东省总工会汕头分会的惠潮梅电报工会成立．

1 9 2 6年(民国1 5年)

△春，汕潮揭普电话公司中受圆民党右派控制的工团组织解散，以中共党员为

骨于的电话工会成立。

△春，中共汕潮揭普电话公司支部成立，党支部书记黄训生(又名黄费道)。

△ 3月3日，广东邮差工会汕头分会成立。该分会全体会员因局方拒绝让会员

竖日停工参加全市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的要求，而于当天下午五时举行罢工。

6月25日，这个分会易名为广东邮务总工会汕头分会。汕头邮务段各局邮工加入该

会，成为会员。
。

△8月2日6时，广东邮务总工会汕头分会响应省总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

9日，该分会根据省邮务工会8日的指令，在汕头邮局局长同意复工条件的情况下，

宣布结束罢工。

△是年，汕头军用无线电台兼收通，“州、香港、厦门三处的商务电报。

1 9 2 7年(民国1 6年)

△初，中共汕潮揭普电话公司总支委员会成立，马远行任总支书记，马伟卿、

郑心侠、周勤汉、郑宗海等5人任总支委员。

l 9 2 8年(民国1 7年)

△是年，全国交通会议议决取缔民信局，汕头厦门一带民信局以华侨批款的特

殊情况为由，获准另发批信局执照，继续营业。

9



1 9 2 9年(民国1 8年)

△ 4月，在全国第三次邮界划分中，我省分为广东、汕头两个邮区，分别在广

州、汕头设管理局。

1 9飞1年(民国2 g每) 、

△ 1月1日，汕头邮政管理局降格为一等邮斌9‘隶属于广州邮政管理局。
A 2月12日，汕头邮务工会在新马路福庆里9粤重新组建，隶属于全国邮务总

工会，会员300余名。

△夏，司徒传(沙飞)到交通部汕头无线电台任报务员。1936年夏离汕赴沪．

以后成为中共第一位摄影记者。

1 9 3 2年(民国2 1年)

△春，广东省政府在汕头市左侧设置通广州的广汕无线电话台。

△ 10YJ，汕头市政府筹资创建汕头市第一家(设1000i'-]Tb旋转式交换机)自

动电话所，从而汕头市成为全国第九个有市内自动电话的城市。

1 9 3 6年(民国2 5年)

△ 7月至12月，全国实行电政统一。；m头无线电台和四家商办电话公司先后并

入电报局。

△是年，汕头邮局第一位中国人局长曾玉明到任，从此结束了汕头邮政“客卿

主政”的历史。

1 9 3 8年(民国2 7年)

△汕头电报局新局址在小公园建成并启用。

1 9 3 9年(民国2 8年)

A 6月31日，日军缦占汕头市。汕头电报局撤至兴宁县。

△是年，汕头邮局的邮差、信差和水手共15人；为解除因潮油沿海一带沦陷而

致交通梗阻的困境，不辞艰辛，先后开辟汕头至潮阳、澄海的邮路，并沟通了汕头至

兴宁、梅县、曲江、饶平、大埔、松江、闽南等地邮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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