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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市邮电志》由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翔实而系统

地记述了韩城邮电八十余年的产生和发展，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韩城邮

电史料。编写组的同志迎难而上，广征博采。，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去伪存真，认真核对史实，终於撰写出一部体例比较完整，详略

得当，图文并茂的邮电专业志。在志书问世之时，我以由衷喜悦的心

情表示热烈祝贺，并向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表示敬意。

1 948年3月韩城第二次解放，5月25日，我授陕甘宁边区邮政总

局委派和工人薛家礼同志到韩城筹建邮政局。当时正值解放关中，原

邮局职员南逃，只留下几间空房，有的门窗亦被破坏，加之，经费困

难，给筹建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为尽快与军邮互转邮件，以人挑、

步班开通了韩城至黄龙，韩城至河津和合阳“应急"邮路。邮政职工

虽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十分艰苦，但却为迅速传递前方部队邮

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张占彪同志肩挑三十六公斤重的邮件，早晨

出班，跋山涉水，翻越沟壑，晚间由黄龙返韩。范有进同志和年仅1 7

岁的．薛勤学同志(已故)，在往返韩城至河津途经的禹门口摆渡中．，

身背邮件，手抓铁索，脚踩钢丝，坚持按时完成任务。随着西安的解

放，韩城的邮政业务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回顾36年的历程，今昔

相比，景况空前。展望未来，前程似锦。韩城邮电事业亦向现代化通

信迈开了新的步伐。

编纂志书，记载历史，启迪后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美德和优良

传统。展阅志书，虽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对广大干部和职工学>-7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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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 民国二年(1 9 1 3)五月，韩城邮寄代办所改升为二等甲级邮局

③民国十七年(1 928年)三月又改为三等邮政局。 民国二十七年

(1 938)十月，韩城邮政局又升为二等乙级局。民国三十年(1 94 1)

八月，芝州镇邮寄代办所亦改升为三等乙级局，隶属陕西省邮政局管

辖口民图三十一年(1942)三月，西庄镇邮寄代办所亦敌升为三等乙

级局，瘸浃西省邮政局管辖。民国三十五年(1946)九月，，西庄镇三

等乙级邮局降为邮政代办黼，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芝川镇三

等乙级邮局亦降为邮政代办新，均改属由韩城邮政局管辖。

韩城邮局成立后，唯有问!}j、I(大荔)一韩城一条干线邮路。运递

邮僻主要靠邮差(邮运员)身背、肩挑，重件则雇用外力。后虽有自

行车、毛驴驮运≯但均由邮差自备口当时县境内无农村邮路和投递路线。

民凋十三年(19．24)军阀对期韩城始有电话④通至合阳。民国十

五年(夏9躺)韩城所使用之电信网路多系军线。民国十八年”(t929)

四月，成立韩城电报局⑤隶属陕西省电报管理局，在此以前由韩城邮

政局办理“代收电报事务”。

环境电话，韩城堤周二十年(19 3 1)五月设立分所。民国二十三

年(1 9 34)九月一日陕西省政府训令韩城等三十二县设长途电话室。

民滴二叶。四年<,1935)底设环境电话所⑥归大荔区管辖。民国二十方

年(t937>九月二十三洒遵陕西省环境电话处训令，各县军用长途电

话通讯所及各段长途线路与各区县管理所合并组织，克罚接收各种杆

线、通信器材、公物等，归韩城环境电话所统管。 总机设县府内西

院，属大荔环境分所所辖，对内为政府机拘服务，对外概不营业。．

1948年3月。，鞴城解放后，5绸25滔怏甘宁边拯政府即派高登堂带

一名工人来韩组建韩城邮政局⑦隶缡陕甘宁邮政总局黄龙分局“当
’2 ql*



时正值大军解放关中，时局不稳，为了尽快与军邮互转邮件，以～人

挑、步班开通了韩城至黄龙，韩城至河津和合阳“应急"邮路。l 949

年3月，恢复环境电话，改称地方电讯⑧总机设县政府内。1950年为

配合土地改革，对过去的环境电话线路经过整修，架通了韩城至各区

的电话线路Q同年11月，由陕西省电信管理局派员接管了地方电讯⑨

1 951年元月成立韩城电信局。同年9月韩城邮政局和电信局合并，，成

立韩城邮电局⑩办公地址在西大街西段衙门口东侧(现市印刷厂占)

改属陕西省邮电管理局所辖，当时共有职工26人。

1957年秋，邮电局由原址迁至西大街中段南侧。 一

1 959年元月，韩城、合阳并县后，邮电局归地方党政领导，．下辖

露井、王村、坊镇、合阳、同家庄、龙亭、芝川、白马滩、西庄、王

峰10个邮电支局。时隔不到一月，将在农村的邮电支局(所)下放给

当地人民公社，又於同年8月收归邮电局管辖。1 961年8月，韩、合

恢复原建置后，韩城邮电局职：12人数达到98人。1969年1 2月，邮电奉

令分设，分别成立了“陕西省韩城县邮政局"和“韩城县革命委员会

电信局"。1 97 3午1 o月，邮、电两局又奉令合并，年末邮电职工达到

16 1人。1984年元月，随县改市，韩城县邮电局改称韩城市邮电局，

归渭南地区邮电局管辖，下辖龙亭、芝川、韩城火车站、西庄、龙

门、桑树坪、王峰7个邮电支局和乔子玄、上官庄、小曲头、薛峰、

竹园、马沟渠、上庄、上峪口8个邮电所。

截止1 986年底，韩城邮电局职工已增加到202人， 其中全民固定

工1 72人，临时工30人。局址和隶属关系未变。业务收入已达到93．6

万元(其中邮政收入为29．7万元，电信收入为63．9万元)利润总额完

成了一1 3．7万元。投递邮路由1 949年开辟的南、北两条农村投递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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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现有城市投递：邮路1 f条j’农村投递邯路40条，·’和市境内一条干

线邮路。收发电报由原来的“莫尔斯机"发展到现今的“电传打字

机力，现有电报电路2路，长途电话电路27路。市内电话由古老的磁

石交换机发展为自动电话设备，市话用户由49年的3户，发展到480

户，农村电话从无到有。现有农村电话总机9台，农话用户42 l户，杆

路总长度为192·31 3杆公里，增设了载波机，开办有会议电话业务。

现全局拥有单路至12路载波机22部，，电传打字机3部，无线短波收发

报机2部’l，汽车2辆、自行车近百辆。是年又完成了在新城区龙门大

街西侧建设邮电综合楼的征地工作，为韩城邮电事业的飞速发展和实

现韩城邮电通信现代化而展现出了可观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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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司机安全行车返局

市局城，乡投递员集体领班后即将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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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务值机人员认真的接续和处疆着每张电话

P分检封发人员开始处理出口邮件



自动电话机房职工正在查找和排除故障

报务人员和机器维修人员在认真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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