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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周德强(左

一)在南陵县检查．调研邮电工作。

V1 998年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张钧安(左

三)来南陵邮电局指导抗洪救险工作。

．一1990年7月．省局局长周德强(中排左一)在

南陵县邮电局机房调研长途话务工作。



▲南陵县邮电局局长高荣平

①

@

▲1 979年南陵县邮电局副局长何金水

在全县邮电工作会议上做工作报告

①1995年．南陵县邮电局领导班子成员在研究工作。

②1 997年．南陵县邮电局领导班子成员．右二为在

局挂职实习的南京邮电学院研究生。 ．

③t988年．南陵县邮电局开始实行局长负责制。

▲南陵县邮电局荣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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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3年1 2月著名战斗英雄李家发的故乡

南陵县家发乡开通程控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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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205国道旁的南陵县许镇邮电支局

▲1 993年时的县局邮电营业部

▲南陵县邮电局营业大厅

▲南陵县邮电局程控机房



A1 954-年．南陵县邮电局奉命对县酗。多个具有 ▲封闭作业的分拣封发室

私商性质的邮政代办所进行进一参整顿改造。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重要地下交通

联络站所在地i_二赢g蠹星

V发自芜湖市的省内二级干线邮运车正写南陵县

邮电局进行邮件交换。
v速递公；蠡日i辆户提供各剃特快专递服
务。





A70年代南陵县农村支局使用的磁石式人工电话交 ▲1978年．南陵县邮电局使用的电报设备

换设备

v齐心协力野外立杆

／。

▲1987年．机线人员在特大洪灾中冒雨抢修被

毁线路。

▲邮电综合大厅内的报．话传真台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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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南陵县开通

纵横制长途直拨电话

◆1995年9月30日．南

陵县邮电局提前3个月

实现乡乡镇镇通程控电

话的战略目标，

▲1 993年11月，南陵县城关

地区40001]程控电话交换设

备开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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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局职代会讨论通过了《集体合同一“局规Ⅳ和

《新房分配办法》。

▲组织全县邮电支局所职工．开展邮电业务知识

应知．应会竞赛。

▲县局积极扶贫帮困．奎湖东胜小学教学楼于

1 996年建成使用。

V1 990年7月1日县局党支部组织党员赴泾

县云岭新四军军#ljla址瞻仰英烈接受教育。

V奋力拼搏．巾帼不让须眉

v召开迎春茶话会，不忘老同志所做的努力和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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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荣平

从清代光绪年间至今，南陵邮电以其悠久的历史，令人瞩目的成

就，在南陵县的文明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篇章，为南陵县的发展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陵邮电人为了南陵邮电事业的发展，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春、

智慧和汗水，历经数代人的艰辛创业，谱写了南陵邮电事业的辉煌历

史。为了记载南陵邮电的过去和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编写了

这本《南陵邮电志》，谨以此献给所有为南陵邮电事业发展作出过贡

献的人们。

本志书记述了南陵邮电的产生与发展，尤其着重反映了1993年

以来南陵邮电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过程。全书正文共分机构、邮

政、电信、邮电通信建设、邮电局房·职工教育和福利、企业管理、

党群组织等七大篇，是南陵邮电发展历程中一部资料翔实的史书。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南陵县档案馆、县志办、安徽省邮电

文史中心、省档案馆、省邮电管理局档案馆和芜湖市邮电局的大力支

持与密切配合，主要编撰、采稿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自

1998年2月起至1999年5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终于按专业志要

求完成初稿并付印出版。由于编写经验不足及资料的局限性，本志书

中的缺点或谬误在所难免毛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今后修正o

1999年5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准确地记述南陵邮电通信事业发生发展

的历程。

二、本志遵循详今明古、详近略远、侧重当代、突出地方特色的

记述原则。上限追溯到清代，下限截止于1998年o
“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为1998年南陵县行政区划。

四、正文结构为篇、章、节、目体，横排竖写，并随文附以图

表。篇下设无题小序，无法写入章节的重要内容，纳入相关篇末作附

文o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o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文字通顺、文风朴实。全志除概述和

篇下序外，一律不加评论o

七、民国元年以前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历年份。民国期间采用

民国纪年，括注公历年份。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数字用法

按199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

用法表》规定执行。

八、本志中解放前后指南陵解放前后；“新中国”或“建国’’均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村"指县城以外区域；

“市内"指县城城关地区。

九、本志资料取自档案、旧方志、文献、报刊和口碑、文字回忆

等，经核实、筛选后入志。凡未原文引用的，一律不注出处。有关各

项统计数据，解放前以档案中记载为准；解放后以《安徽省邮电统计

年鉴》记载为准。各种表内的“一一"符号，表示不详或不存在o-

十、本志涉及安徽省邮电管理局、芜湖市邮电局、南陵县邮电局

及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农村电话等专用名称较多，除第一次出现书

以全名，以后均简称：省局、市局、县局或长话、市话、农话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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