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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邮电志》是由市邮电局邮电志编纂委员会撰写，经十堰市

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终审修改认可的一部以十堰市

为范围的邮电通信行业志。它展示了十堰地区邮电事业今昔兴衰发展

的全过程。

十堰市建市前，地属郧县，历史悠久。清代就有铺递传递公文。中

华民国元年(1912年)兴办邮政，二十三年(1934年)又兴办电信，但业

务量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邮电通信事

业得到很快发展。1967年，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此兴建时，这里是一

个鲜为人知的边远小镇，经济、文化、交通、邮电事业仍十分落后，经过

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现已成为我国一座新兴的汽车5-．业城市。邮电通信

建设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鄂西北地区的通信中心。但至今尚没

有一部反映十堰邮电通信行业全貌的新型志书。当今盛世，编写《十堰

市邮电志》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十堰市

邮电志编辑室的同志们，在三年多时间里，历尽艰辛，编写总纂出一部

《十堰市邮电志》。

本志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力求系统地、科学地记述了十堰

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较好的达到了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文字简练，结构合理。弥补了十堰邮

1j_屯综合资料的空白，是十堰地区邮电事业发展的珍贵史料。它将对进一

步加快邮电通信现代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对十堰邮电部门“资治、存

史、教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起到咨询作用。

十堰市邮电志的编纂成书，是与十堰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湖北省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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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志办公室的领导和帮助分不开的，与十堰市邮电局的领导和广大职

工的支持和协助分不开的，是邮电志编辑室的同志们辛勤笔耕、艰苦劳

动的结果。借此卷首深表谢意!同时也敬请广大读者对此书的不足之

处，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改再版。

1990年9月



凡 例

一、《十堰市邮电志》着重记述十堰市境内的邮电通信事业的历史

发展与现状，意在突出地方特色。十堰市建市前地属郧县，1977年4月

以前邮电机构及业务均由郧阳地区邮电局领导，故在志内对郧县和郧

阳地区邮电局的机构和业务多有记述。

二、断限。本志上限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限一般断至1985

年底。概述、大事记断至脱稿之El。

三、体例。本着“详今略古’’原则，横排纵写，为章、节体。设有概述、

大事记和机构沿革、邮政、电信、管理四章十七节及附录。以志为主，述、

记、图、表、录等并用。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用括号

加注公元年号；1949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

五、地名、称谓等。一律沿用当时的名称，必要时用括号加注现在地

名。有关人名录，均以机构成立或任职先后为序。

六、有关数据。一般采用相关统计报表，其统计数字用阿拉拍字编

写。对习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或成语中的数字及专门名称，一般采用

汉字表示。凡涉及到币制、重量、长度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当时的计算

单位。，不另加注释。

七、本志取材。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志，现代部分主要录自相关

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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