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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泗洲头

邮电支局投递武柳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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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全国邮电百强县局

局领导班子合影

局长丁荣元(中)、书记某荣灿(左二)、副局长李补明(右二)、张胜平(右一)、工会主席顾蒙辉(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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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渡市委
宁渡市人民政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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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邮电志》评审会议代表合影

编辑人嚏合影

鳊丁荣元(左二)、副主编陈昌万(右一)、编辑姚先{铲(右二)、李玮阳(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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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我县历代虽修有多部县志，但邮

电志的编纂出版前所未有o《象山县邮电志》历时四载余，终成书

梓行。这是我县邮电系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

大事，值得庆贺! ·

象山邮电通信源远流长，远在宋代就有驿站记载。清光绪二十

七年(1901)始开办邮政，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民国17年

(1928)，县政府架设--&收音机，为电信开端。其间兴衰起伏，历

尽沧桑。至解放前夕，邮政设备落后，邮件接送靠人力。解放后，

邮电事业进人新的历史时期，尤改革开放为邮电事业腾飞提供良好

的发展条件，邮电已颇具规模，通信网络四通八达，各类新业务开

拓，电信向着多层次方向发展，邮政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

高，电子计算机进入邮电营业和管理领域。邮电已成为沟通象山与

外界交流的桥梁，象山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行和主要产业系统。

《象山县邮电志》以丰富的资料，完整的体例j全面、系统、

真实地记述象山邮电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反映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

失误，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交流"的功能，是一项利于当

代、惠及后人的千秋大业。

编史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

心。在编纂过程中，史志办人员不辞辛劳，克服困难，边干边学，



·2· 序言

倾注了大量心血。其间，承蒙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

省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宁波市邮电局史志办、象山县政协文史

委、象山县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许多老同志也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在职同志更是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相信，全县广大邮电职工一定会借鉴以往的经验，在建设现

代化邮电通信的征途上，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

象山县邮电局局长丁荣元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用记、志、图、表四

体，记述象山邮电通信事业产生、发展历史，并力图体现经验，揭

示教训，反映规律，垂鉴后人。

二、文体概用记叙文，横排竖写。或综述全貌，或略记始末，

或条陈重点，均不议论，寓观点于记叙之中。生不立传，其事迹以

“因事系人"，记人有关章节。

三、记事断限，上限力求追溯象山邮电事业发端，下限至

1995年，大事记顺延至1998年9月1 El o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

五、历史纪年，古代及民国时期沿用朝代纪年。各章节首次出

现时，一般用括号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El起，采用公

元纪年。文中“解放后"，则指1949年7月8日本县解放之后。

六、数据，以局统计部门年报为准。缺项部分，采用主管或有

关部门数字。专有名词、称谓、时间、数字、计量单位等，均依志

书一般书写规则行文。

七、本志涉及省、市、县邮电单位较多，为节省文墨，文内首

次出现时书全名，尔后简称“省局’’、“市局”、“本局"或“县局"o

八、本志资料源自馆藏档案、报刊、正史、1日志、专著、文物

考古及当事人，知情人口碑，均经印证鉴别，一般不注出处。遇有

异义，经考证后取其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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