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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慈溪邮电志》经全体编纂人员几经寒暑的竭尽努力与各部门

有关同志的大力协助，终于成稿，这是值得我们全体邮电战线上的

广大干部职工庆贺的喜事。《慈溪邮电志》系统地记述了全市邮电

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特别详尽地载入了解放以来本市邮电通信事业

突飞猛进的系统史料，充分体现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

切事业才能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事实。

撰修邮电志，不但可以使人们对慈溪邮电发展沿革的历史、现

状及其规模有卷可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而且还

可为今后进一步发展邮电通信事业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其重要意

义将随时间的推移日益昭著。我作为一名邮电工作者，览阅这部志

稿后，对志书中所记的史实，或亲历其中，或闻所未闻，对我市邮

电事业所经历的坎坷道路及历代邮电工作者为此而作出的可歌可泣

的英雄业绩感慨良多。掩卷凝思，得益非浅，唯愿今后与全体邮电

战线上的同仁们齐心协力，开创新的业绩，无愧于先者，启迪于来

者。

慈溪市邮电局局长张文友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记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

基本原则、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根据资料记载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至1990年

底，个别事例记载至脱稿时。以“详今明古力为原则，解放后新发

生的事作重点记述。

三，本志纲目按卷、目，子目排列，正文设5卷、36目，55子

目，概述、大事记置于卷首，附录，编后记置于卷末，并附有图，

表、照片。

四，本志所插地图，均为示意图。

五、历史记年：民国时期及以前朝代用年号纪年(括号内夹注

公元)，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所记“解放后”为1949年5

月24日慈溪解放以后。 ．

六、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境为主，为照顾历史，适当记述原慈溪

境内所发生的事例。

七、本志所记地名除历史地名和邮电专用地名外，一般以1986

年6月出版的《慈溪地名志))为准。

八、慈溪子198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本志文中所记

“全县"、“县内矽等用语为撤县设市前， “全市，，、“市内力为

撤县设市后。

九、本志资料主要摘自省图书馆、省档案馆、省邮电档案馆，慈

溪市档案馆、局档案室，慈溪市统计局，邻近县市档案馆、慈溪、

余姚、镇海旧县志及老邮电工作者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不一一

注明出处。



+，本志所列统计数字，采用局统计数字和市统计局数字。

十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职官称谓一般仍按当时的习惯称

呼记述。



概 述

慈溪古属旬章地，以东汉孝子董黯“母慈子孝"故事得名。唐

开元二十六年(738)置县，设治于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1954

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划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产棉地区

为新慈溪县辖境，俗称“三北’’，县治亦随即迁至原姚北浒山镇，

1979年9月县境再次调整，析西部之泗门区入余姚，划余姚东北部

之龙南区入慈溪，构成现境，1988年lOft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

市，至1990年底，全市辖龙山，观城，逍林，浒山，横河、长河，

周巷，庵东8区，浒山镇1个区级镇，15个乡级镇，49个乡，总人

口96．10万人。

慈溪现境地处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北部，位于东经121。027

—121。367，北纬30。027--30。197，东南与宁波市镇海、江北二区

毗邻，南，西与余姚市接壤，北部呈弧形凸出于杭州湾。市级机关

驻地浒山镇西去杭州市145公里，东南至宁波市65公里。陆域总面

积1154平方公里(不含1954年以后北部海涂添涨成陆之面积)‘，海

岸线总长77．56公里。慈溪地势优越，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素有浙

江“棉仓"，“盐都"之称，物产以“三白’’(食盐，棉花、大白

蚕)闻名于世，手工艺品金丝草帽早就于20年代远销世界各地，但

在解放前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之下，整个工农业经济十

分落后，直到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7874万元，解放后，

经济发展很快，至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巳达42．76亿元，

成为浙江省经济发达县(市)之一。

慈溪邮电通信业发展较早。唐建县时，首任县令房瑁在县治

(今慈城镇)南2里建凫矶驿，延至明代，现县境已建有邮铺9

个，清晚期，由于外出经商者渐增，民信局、信客等民间邮政

l



组织纷纷在县内各主要集镇建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二

十四日在县治(今慈城镇)设立内地邮政局，至宣统二年，现境观

海卫，浒山、周巷、沈师桥等地也先后开设邮政代办所，至民国元

年(1912)全境邮政代办所已增至18处，民国3年7月，龙山虞洽

卿因经商需要，独资在家乡开办电报局，为现境电信事业之发

端，16年慈溪县治也开设电报局，至26年，全境邮政局、所已增

至33处，为民国时期全县邮电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抗日战争期

间，不少邮路中断，全县邮电通信受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境

内邮电事业虽有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来达到战前水平，至解放前

夕，全境仅有观城、师桥、浒山、周巷4个邮局，邮政代办所虽有

36处，但多为商号所兼营，邮路亦仅有723公里，电信方面仅观城

乡村电话所1处、电报电路1路，长途电路1路、市内电话机30

部、农村电话机23部，邮电业务收入5．26万元。 ’

解放后，在党稻人民政府领导下，广大邮电工作者以主人翁的

姿态，发愤图强，邮电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特别在县境调整后，

县治迁至浒山，就很快形成以浒山镇为中心的邮电通信网络，至

1956年已实现乡乡通邮，乡乡通电话，党的十一屠三中全会以后，

邮电事业发展更快，1978年12月，浙江省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

1000门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运抵慈溪，并由参加研制的工程技术

人员自行安装、调试，子1980年12月25日在县城开通使用，实现了

市话自动拨号，1986年5月1日，周巷首次开通HJ01型纵横制

1000门自动电话，尔后，观城、逍林、长河等支局亦相继开通纵横

制自动电话。

1988年10月撤县设市后，为适应工农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对

全市邮电通信基础设施作了大规模的更新改造，12月20日，3965平

方米邮政综合楼落成。1990年6月20日，5596平方米电信综合楼落

成。

至1990年底，全市已有邮电局，所67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达2330．55万元，市农话交换机总容量17250N，全市电话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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