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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和上级邮电局领导视察、指导

轮台邮电通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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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和上级邮电^0领导视察、指导轮

台邮电通信I：作

州，县和上级邮电局领导视察、指导轮台县

邮电通信工作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副州长买买提·艾则孜在

托克提·努尔县长陪同下视察轮台邮电工作

巴州邮电局领导视察轮台通信丁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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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邮电局长张春雄、轮台县委 工会主席祝元东征进行承包兑现IiH+!

爵集尔剐拈址、轮台邮电局长牟通研究邮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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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013型直流配电屏、DPI 13型交流配电屏， 电力线变压器

DPI 1 1型交流配电屏、DP01 1型直流配电屏．

B．82型不间断电报电源、DH602型直流变换

器、DZ603型可控硅整流器。 (1979年配置)

农村线路 80年代电源设备一21 10型2500瓦柴油机

固定武防酸隔爆24V600AH、60V500AH蓄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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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肯排来觅烽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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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轮台县邮电志》一书即将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这是轮台县广大邮电干部、
职工的一件大喜事，也是轮台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在编纂《轮台县邮电志》期间，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编纂

人员和同仁学者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一年时间完成了两千多年轮台邮电史的编写

工作，可谓不易。在这里，谨向参加编写和审定《轮台县邮电志》的同志，以及一切
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各级领导、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

。

轮台历史悠久，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在两汉时期，中

央政权曾在这里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要道。

纵观轮台邮电发展史，邮电传递网络，包括烽燧、驿站、军台、所、局的兴建，推动了

社会的发展与前进。新中国创办的人民邮电面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各族人民群众，

各族邮电工作者为轮台邮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o “

《轮台县邮电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加快发展轮台县经
济建设的需要。编纂者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详今略古，广集博采。全书例体得当，资料翔实，

实事求是，科学地记载了轮台邮电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祖辈

和当今邮电工作者共同谱写的一部壮丽光辉的邮电发展史。今天，我们精心编

纂，如实加以记述，这不仅有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利于我们运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快发展轮台县的邮电通信事业。 ，

“盛世修志，志成盛世o”我们不仅要发挥邮电志“资治”、“鉴往”的功能，还要

通过编志，科学地认识邮电发展的过去，激励广大邮电通信工作者团结拼搏，开拓

进取，加快轮台邮电事业发展的步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社会稳定，不断增

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加快发展轮台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轮台县常务副县长王玉树。

1998年8月



序 二

“盛世修志，志成盛世”o当轮台县进入通信现代化的初期，一本《轮台县邮电

志》将与读者见面，十分珍贵，可喜可贺!

轮台历史悠久，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中部，是新疆南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古往

今来，无论是西欧各国，还是我们中国，为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与合作，都十分重视通信的建设。从西汉的烽燧，汉唐的驿站，元明的急递铺，清

代的军台，现代遍布乡乡村村的邮电网点，以至国际、国内各项邮电新业务，都像

一条历史长河，在流经的年代中，创造了极为宝贵而丰富的通信历史。尽管历代

创邮经历各异，功能不同，但不见古时置邮的起步，怎能见今日通信现代化的伟

大!为此，两千多年来所创造的辉煌而珍贵的轮台邮电资史，值得歌颂。

我们清理这些珍贵的遗产，编纂《轮台县邮电志》，不仅仅是精华拾零，荟萃一
堂，更重要的是要有辅政之源、兴业之道以及“资治、教育、存史”的功能。

美丽的轮台绿洲，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农牧繁荣。轮台县各族人民正迎着改

革舞放的春天，以开拓、求实、团结、奉献的精神，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民

族团结、治安稳定的新油城。我们整理编纂这本《轮台县邮电志》，正是为轮台社
会主义甫场经济创造一个通信现代化的外部环境。祝愿《轮台县邮电志》的问世，

将能起到搭桥扩路的作用o t

一年时间并不长，一年写成两千多年邮电史稿，实在不容易。本书编写过程

中得到了区、州＼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编委同志的努力，审稿同志的指导，特

别是本局退休老干部，不辞辛苦，不讲报酬，不计个人得失，夜以继日，加班加点，

与编委们一道，积极搜集资料瀣理、编纂《轮台县邮电志》o在此谨表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谬误之处难免，然而《轮台县邮电志》的出版，应该算是对伟大

时代的一点贡献，有助于轮台县的进一步发展。

轮台邮电局副局长 力提甫·玉都克

1998年8月
’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党中央、邮电部和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号召，用新的观点，新的方

法，翔实的材料编写社会主义部门志的原则、方法撰稿而成o ·

二、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为要素，以邮电专业为志书主体，采用章、节、

目结构，力避重叠，创新增益o

三、本志所附烽燧、邮路和农、市网络、支局所址及其通信设备等图幅，力求体

现邮电发展的历程和地方特点。 ．

四、本书力求详今略古。对有依据的古代邮务发展史，置于志书之中；对史线

不顺的章节，一般不加追溯。重点记述1902年轮台建县后邮电事业的发展过程。

上限起于汉元狩四年至元鼎二年(前119一前115年)，下限至1990年，个别内容为

保持事件过程的完整稍有突破o

五、为利于专业查考、醒目和方便，人物、荣誉置志书之尾o

六、本志历史纪年，公历、农历两用。古代纪年、月、日为农历，书汉字，并括注

公元。民国元年起，至新中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采用的各种邮电数据，均以行文、统计决算、财务决算为依据。

八、本志地名，旧名旧用，首次见书括注今名，新名新用，依例统一。如布古尔

(今轮台)，洋萨尔(今阳霞)等o

九、书中列举的各种资费，解放前为当时当地流通货币值，解放后是人民币

值o

十、志中所提“解放前、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o

：。|．



概 述

轮台县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中心位于东经84015’，北纬41047’，平

均海拔976．1米，是古丝绸之路中道要冲，新疆南路交通必经之地。其东邻库尔

勒，赴焉耆，经托克逊至吐鲁番，东出玉门关，联系祖国各地；西行库车，经喀什，越

葱岭，至塔什库尔干，抵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并可经地中海，至西欧各国o’因

此，轮台成为新疆邮电发展重要之地。 r‘|
、

，

’

’轮台“置驿传邮”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神爵二年(前60年)，汉唐王朝为了统

一西域南北道，设都护府于乌垒城(今野云沟北境)，至建武二年(公元46年)，乌

垒国臣属莎车王贤，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都护府西迁龟兹后，至唐贞观二十

二年，乌垒州直属龟兹都督府，之后随时代更迭，轮台归属迪化。为此，汉、唐的烽

燧，唐、宋、元朝的驿站，明、清的军台，无不建树其中o
1 i轮台土地辽阔，它侧卧于新疆腹地的天山南坡，头枕山巅，腰卧绿野，脚蹬塔

里木河，依山带水，农牧繁荣，资源丰富，古今民众在此繁衍生息，亦须有一个良好

通信的外部环境以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之需o，，
+

新中国成立之后，轮台境内丰富的石油、煤炭、水晶石、松木、梧桐等原材料，

药材、粮油、棉花、牛羊、瓜果等特产的不断开发，促进了轮台县的发展。城乡经济

超前发展，土特产品畅销于国内外，这就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通信系统，作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设施基础。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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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是新疆通信活动中枢之一。自西汉时起，轮台在传递军情中就以烽火传

信的通信方式，报告军情，求援抗敌。烽燧、邮驿相辅发展。时至唐朝，驿制完备，

初步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邮传系统。在唐盛时期，全国共有邮驿1639处，分为陆

驿、水驿、水陆兼办三种。轮台取道陆驿，东自库尔楚，西达阿尔巴特，“三十里一

走马，百里一扬鞭”o宋袭唐制，在驿站基础上，实行一整套递铺邮驿制，为官府传

递军政文书。据《燕翼诒谋录》记载，“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民农既分，军制大

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实行“以军卒代百姓为递

。t

。j l 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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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台县邮电志

夫”o元袭宋制，其驿站组织以大都为中心，层层辐射，逐站接力，通达全国。至明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二十六日，颁布诏令，设“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

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至洪武二年(1369年)，改站为驿，从而“立法

垂宪”，奠定了明代邮传的基础，而轮台有驿无录，存有疑点。相沿至清朝，交通与

通信融为一体，在发展新疆南路交通的同时，轮台驿站曾改军台，后又恢复驿站，

变化多次。此时，轮台实行以官方办“驿”为主体的马递和步递通信系统，互相连

接，相辅相成，与龟兹(今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底驿接力。至宣统三年裁驿归

邮后，轮台县于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邮务代办所，结束了邮驿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_唱雄鸡天下白”，经过40年的恢复、调整、巩固、充实和提

高，予1958年实现了社社有邮电所，队队有邮路的通信网络。至1968年，全县共

有邮路9条，邮路总长445公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轮台农村实行联产计

酬、包产到户，厂、矿、场点增多，邮路逐年增加。至1985年，全县农村邮路共达14

条，邮路总长651公里。后因调整农村邮路，将县园艺场邮路合并为群巴克邮路。

至1990年，农村邮路共有13条，邮路总长670公里，投递点373个，步马班、自行

车、摩托车、汽车班运递邮件，实现了“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o ，

邮驿制度的产生，推动了轮台邮政的发展。两汉时期以烽燧报警，以木简、革

卷传谕。后汉以札礼或官制尺木，封以印章，并以印章多少区别急缓，以为“函件”

通信。唐代邮驿沿袭旧制，驿制森严，官文书信错传治罪颇重，“罚粟十万石，或纳

赋六百万钱”o元代邮传大体与唐代相同，但颁布有《站赤条划》，适应以统治阶级
为中心的官文传递o“康乾盛世’’时期，改以绫纸丝条为诏书。显而易见，古代邮

传只有类似函件性质的业务o ，

轮台邮政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信函、代寄品、挂号信物等业务。只是

轮台邮务代办所使用汉文、汉字单式，不利于少数民族邮政的开发，在杨增新到盛

世才这段统治时期，任意检查公私信件，又制约着轮台邮政业务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轮台邮政倡导“人民邮电为人民”，开始根据民众需要增办邮

政业务。自1950年起办理邮电网点2处，至1990年增加到8处，而邮政业务项目

由解放前的3项，发展到解放后有平常函、挂号信函、特种挂号、邮政快件、有声信

函、盲人读物、明信片、印制品、包件、汇兑、报刊发行、集邮、邮政储蓄和国际邮件

等14项瑚5政业务发展十分迅速，极大地满足了轮台县党、政、军、民的通信需求。

据统计，信函：1990年比1950年增长27．8倍；包件：1990年比1950年增长723倍；

汇兑：1990年比1950年增长289倍；报刊发行：1990年比1951年增长14倍o 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