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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邮电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姜金川

副主任委员：杨幼奇 张国才 刘瑾尧 余 锐 许保国

委 员：毛红兵 宋洪明 桂尤定 张才如 邢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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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市长陈楚珍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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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邮电局局长、党委书记姜金川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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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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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邮电局电信综合大楼

原省局副局长林汉城(中，现任重庆市邮政局副局长)，原市委

书记吕文涛(左．现任黄冈市副市长)交换邮电发展意见

省局局长、党组书记粱清章(左一)．市委书记夏润祥

(左二)，原省局副局长乌统全(左三，现任甘肃省局

局长)，黄冈市局局长、党组书记林幼槐(左四)．检

查武穴市汛期通信保障工作。

省局副局长阮惠恩(中)检查我局集邮工作



省局副周长张文庆(右二)检查我局通信设备运行情况

武穴市邮电局局领导在研究工作。图中(从左至右)许保国

(主任会计师)、刘华胜(调研员)、余锐(主任工程师)、杨

幼奇(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姜金川(局长、党委书记)、张

国才(副局长兼服务科长)、刘谨尧(副局长)．张炎生(调研

员)。

省邮电工会李庭中主席(左一)，市委副书记周光鹏(左

=)，检童我局职工之家建设情况。

武穴市数字程控电话暨本地网建成开通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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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局万门程控机房的一角

多媒体业务演示厅

移动通信机房

武穴邮政营业室



武穴市邮政开办一百周年暨鄂赣皖三省边界

县市邮票品磁卡拍卖交易会

武穴局业余文艺宣传队街头展演

报刊发行实现微机化

丰富多采的职工业余文体活动



武穴市邮电志 序 言

序 言

《武穴市邮电志》编纂工作，于～九八九年六月开始，到一九九七年十月

定稿，现已付梓问世了，它是武穴市邮电通信史上的第一部志书。

编纂《武穴市邮电志》书，记载邮电史事，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对社会主

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对武穴市邮电事业继往开来的发展有其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o

《武穴市邮电志》的编纂，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选择具有时代气息、行业特

点和地方特色相结合的资料，力求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炉，体现了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是以记述现状为主的著述。

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邮电如旭El东升，蒸蒸日上，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邮电通信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可

喜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我们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编写第一部武穴市邮电志是我局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了写好

这本书，参加编志的同志做了大量细致辛勤的工作，奔波于省内外，查阅档

案卷宗，觅访邮电老前辈，函询老邮电职工及知情人；拟纲目、撰长编、定初

稿，几更暑寒，多番研析，数易志稿，今得付梓，终见诸世，约20万字，填补了

我市邮电专志的空白。为此，我谨向对《武穴市邮电志》的修成付出各种劳

动和予以鼎力相助的同志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邮电历史年代久远，限于资料缺乏，碍于经验不足，编纂水平有限，

遗漏和错误难免，诚望读者予以指正。

武穴市邮电局局长、党委书记姜金川I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目



武穴市邮电志 凡例

凡 例

1、本志书上限为有驿站记录的唐代(具体时间不详)，下限为公元1996

年。

2、本志书分为上下两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武穴邮电”为上篇，

“武穴人民邮电”为下篇，两篇均按横排纵述的方法叙述，以文字记述为主，

附列相关图表于后。后期机线设备从略o

3、本志书主要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安徽省

档案馆、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档案馆、黄冈市邮电局办公室、九江市邮电局文

史馆、武穴市档案局、武穴市党史办、武穴市邮电局档案室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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