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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高邑县邮政志>编纂工作，始于2001年4月，历1年7个月编竣，现付
梓出版。它是高邑县邮政通信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书o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o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高邑县设省通邮局

所，清宣统元年(1909年)始建高邑大清邮政分局，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

改为高邑中华邮政局。民国34年(1945年)9月高邑县县城解放。翌年春，高

邑县交通局接管中华邮政局，成立高邑县邮政局o 1953年邮政、电信合并成立

高邑县邮电局至1998年10月邮政、电信分营，其间经历了1969年邮、电分设

和1974年邮、电合营的过程o《高邑县邮政志》全面记述了大清邮政、中华邮

政、人民邮电和1998年后邮政独立运营四个时期邮政事业发展的历史，重点反

映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邑县邮政事业

日新月异的重大变革。它是一部向干部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邮政传统教育的

好教材o

编写<高邑县邮政志>，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反映历史面貌，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志书编纂坚持详今明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稽实求

真、横排竖写、突出邮政通信特点，力求观点明确，资料翔实，通俗易懂，经得

起历史考验o

我们编写<高邑县邮政志>，在于前有所稽，后有所鉴，鉴往知来，资治，

存史，教化。通过编写志书，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今后邮政事业的发展提供

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资料，同时启迪后人，发奋图强，为通信现代化建设贡献力

量。
、／

本志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和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热心关怀，积极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知识所限，加之高邑县邮政历史久远，原始资料匮乏，志书中遗漏

与不妥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幸妻主兰黜妻善辜笔’王翊东中共高邑县邮政局党支部书记 一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反映高邑县邮政通信事业

的发展历程，突出专业特色和时代特点，发挥资治、存史、教化、交流之功用，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不作统一规定，根据历史资料尽量上溯，下限2001年末，个

别章节内容适当后延。

三、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力求图文并

茂。概述，综述概况，统摄全志；大事记，以时为序，略记大事、要事；专志，

横排竖写，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按事类设14章，章下设节、目、子目，目列

序号，子目为黑体字；附录，收集具有存史价值而又难以归入专志的重要资料。

四、坚持详今明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邑县邮政通信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对历

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于有关章节。

五、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引用古文除外)o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

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其余为记述体，述而不评。

六、纪年：清朝以前，使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使用

民国年号，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志

内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5年9月20日高邑县解放为界； “新中

国成立前”、 “新中国成立后”， “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七、地名：用当时的名称，括注今名，今名以高邑县地名办公室认定的标准

地名为准；组织机构、文件、会议、公报等名称首次出现，一律使用全称，括注

简称，后用简称；人名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志书一律使用第三人

称o

八、计量单位用法，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之前用

原计量单位，之后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o ，

九、名词、术语‘符号、代号用统一的标准用语，必须用当地的简称、俗称

时括注标准用语o

十、本志《人物》章设人物简介和名录，主要记对邮政事业发展有较突出贡



书写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卜1995)执行o
、数据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邮电部门档案资料并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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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邑县，位于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太行山脉东麓，省会石家庄南51公里

处。地处北纬37。33’一37042’，东径114。26’一114043’，县境北靠元氏县，南接临

城县，西临赞皇县，东与赵县、柏乡县毗连，南北长16．5公里，东西宽23．75

公里，总面积211平方公里，素称蕞尔。 ：

高邑县地理位置优越，地势西高东低，除西部与赞皇县接壤处有10多平方

公里的丘陵岗坡地外，其余均为平原，海(黄海)拔高程40一60米，自然坡降

2／1000一I／1000。沸河、槐河横贯县境，京广铁路、107国道并行从县境中心南

北穿越，京深高速公路纵贯境内腹地，高邑至宁晋、高邑至赞皇公路在县城交

汇．各乡镇之间柏油公路纵横交织，形成公路网，交通十分便利o

“山河虽无要冲，原陆堪为绣壤”，高邑县平川良田，肥沃富饶，气候适

宜。四季分明，林茂粮丰。盛产小麦、玉米、谷子、高梁、甘署、棉花、豆类、

花生等和多种瓜果。历史上亦不乏“二麦大熟”、“秋稼丰稔”之年，在赵州所

领诸县中“颇称殷富”o近几年，县委、县政府积极调整农业产业化结构，大力

发展大棚蔬菜和花卉种植业，产品远销省内外o

‘高邑县设治亦早，据北渎凤凰山出土石斧考证，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人类繁

衍生息。周为并州地。春秋属晋，称部。秦属巨鹿郡。西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始称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诏改酃为高邑。此后，多

隶赵州。民国2年(1913年)废府州制，遂直隶于省。建国后先后隶属石家庄

专区、石家庄地区、石家庄市管理o 2001年底，全县5乡1镇108个行政村，总

17万人o

高邑镇为高邑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高邑县邮政局座落于高邑镇新城大街165号，是全县人民国内外通信联系的枢纽

中心。
’

高邑县邮政通信历史悠久，境内驿递最早存在于战国时代o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清邮政在高邑县设省通邮局所一处，为境

内第一个邮政机构。清宣统元年(1909年)，始建高邑大清邮政分局，为境内

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和自办邮政现业机构，其规模尚小，设备简单，业务单一。

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高邑中华邮政局，经营方式沿用大清邮政章程，经营

范围逐步扩大，投递方式为走乡串村，摇铃为号，递送邮件。民国3年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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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1日设坊珊镇邮寄代办所，民国6年(1917年)5月1日设大陈

庄邮寄代办所，至民国26年(1937年)陆续增设代办所8个，村镇信柜13处。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

争。是年10月13日，高邑县沦陷，邮政业务一度瘫痪。由于战乱，区划变更。

代办机构有的划出，有的撤销，所剩无几。

民国34年(1945年)9月20日，高邑县解放。翌年春，高邑县交通(邮政)局

接管中华邮政局，成立高邑县邮政局，隶属太行区邮政管理局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县局辖管万城代办所和孙家庄(车站)、中韩2个信柜o 1953

年，高邑县邮政局与县电话站合并成立高邑县邮电局，之后，陆续开办保价信

函、国际信函、回执等业务。邮电事业列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逐步建立符合中

国国情的邮电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充实人员，落实班期，为邮电事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1958年至1961年，高邑、元氏、赞皇三县合并。管理体制的变化，使高邑

邮政通信发展和通信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期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邮政事

业曾一度超常规发展，人民公社普遍建立邮递员制度，信报直投到户，农民足不

出村即可寄信订报，但这次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突击性，通信服务和质量得

不到保证，农村代办机构亦因管理体制变化频繁，责任不明，服务水平一度下

降，影响了邮政声誉o

1962年，高邑县邮电局恢复原建制，隶属石家庄专区邮电管理局领导o

1962年至1978年，是邮电事业曲折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期曾经历了1969年邮

电分设和1974年邮电合营的机构调整过程。初期由于洪涝和地震自然灾害，给

通信设施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强调突出政治挂帅，忽

视生产管理，通信能力发展缓慢，服务水平停滞不前，通信生产和建设受到一定

影响，高邑县邮电通信事业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进入70年代，实现

农村投递摩托化，并配套组建修理室，购置台钻等修理工具，开展修旧利废、零

配件制造、小改小革工作。后因本县村庄稠密，摩托车性能较差。熄灭现象严

重，摩托车投递停用，恢复自行车邮路，修理室随之撤销。这一时期，邮电事业

的规模不断扩大，职工人数由1962年的26名增加到1978年的40名，增长0．5

倍，业务收入由3．22万元增加到5．16万元，增长0．6倍。但从通信能力平均增

长速度看，每年增长幅度仅为2．96％，仍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

际需求o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

针，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国家给予邮电部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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