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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邮电志》在中共华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

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已编纂成书。这是华容县邮电史上

的一件喜事，好事和大事。我以一个邮电工作者的身份，祝贺它

付梓，行世。同时，也希望同行们及其他热爱邮电事业的众多读

者喜欢它。
。

华容，是一个文明古县。华容邮电通信同样有着悠久的历

史。早在隋、唐时期，华容就有“烽火报警"。元末明初，驿铺

已由“唯军兴用之"扩展为“军卒代民役’’。此后，驿铺数量逐

渐增多，服务范围越来越广。20世纪初，华容开始兴办现代邮政。

邮政、电报两局分另1】于民国10年，15年建立，然而由于国民党政

治上的腐败和全县经济技术的落后，华容邮电通信事业一直处于

落后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容邮电通信事业有了长足

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邮电通信建设在改革开

放政策的推动下发展更为迅速。到80年代末，全县已形成四通八

迭的邮电通信网络，成为全县经济建设信息交换的主渠道，在传

递信息，促进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上，发挥着“千里眼”、

“顺风耳"的重要作用。近10年内多次被国家邮电部．．湖南省邮

电管理局、岳阳市邮电局和县委、县政府授予先进企业(单位)、

党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我想，对于华容邮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能较完整地进行记述和反映，确实是一件有利当代、惠及子孙的

好事。当1987年5月，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修志时，我

和同事们商量，决定纂修《华容县邮电志》。并抽调人员，组织

班子，开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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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来，《华容县邮电志》编志小组的同志们，发扬雷峰

同志的钉子精神，广泛搜集资料，审慎核对史实，精心设计篇

目，、反复修改志稿，按时按质写出了这部5章22节约165千字的志
稿。 ’。

《华容县邮电志》篇幅中等，体例完备。我们的主观愿望是以

辩证唯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记载华容

县从古代驿铺到现代邮电的发展历程，反映华容邮电通信事业的

兴衰得失，使它成为一本系统了解华容邮电事业历史、研究华容

邮电工作的资料书。但由于我们的思想、业务、写作水平均有限，

忽书难免存在错漏，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难免存在差距，尚请绩
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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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 。

二、本志断限，．一限起自1365年，下限断至1987年，按照详

今略古原则进行记述。

三、本志编写资料来源于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宁

波天一阁，湖南省档案馆．华容县档案馆，华容县志办公室档案

室、华容县邮电局文书档案及老干部、老工人提供的口碑材料。

资料均经过认真核实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审慎选用，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志稿中不一一指明资料来源。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志除卷首有序，凡例，照片，概连、大事记夕卜，正文

分5章22节，并附有相关图表及附录。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沿用当时通用纪

年，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七，本志计量单位，一律以公制为准，使用的贷币名称，金

额除旧人民币外，其余均按当时通用货币编列。

八、本志地名一律用当时地名，并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九，本志中的口县局"或“局"，均为“华容县邮电局刀婚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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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先进工会小组_称号
获中华全国总工会

注滋口邮电工会小组

注滋口邮黾支局获全国P邮电先进集体．1奖拓



县局平信分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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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话话务员日夜
坚守在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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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地处湘鄂边界，北横长江，东阻洞庭，境内山垸错杂，

河网交织，在没有现代化通信手段和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前，马，

步邮传极不方便。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华容设邮至民国元

年(1912)，岳、华直达邮路没有开通，华容进出邮件迂回绕道

岳阳一洪湖一监利一塔市驿_调弦口一华容。故有“走华客弯塔

市驿’’这句俗语的流传。‘- ⋯ ．

‘

．

据明万历四十年(1612)《华容县志》记载：元至正二十五

年(1365)，华容设有驿运，明洪武初(1368一-,1381)，设铺递12

处。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华容有水驿2处、马驿l处、

铺递14处，并有官派铺司14名，夫役83名、马30匹、船8艘。到清光

绪二十九年(1903)，大清邮政岳州府分局始设华容邮政代办支

局。民国10年(1921)，华容建成三等邮局，15年开办简单的电报局，

20年设县电讯室。至民国38年争．县局辖代办所6处，信柜11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华容邮电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1949年8月，华容县人民政府接管邮、电两局。1950年开始

建设邮电通信网点，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华容就全面

建成了县、区，乡农话交换点和县，乡，镇、农业社的邮政网

路。1958"--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留全民办邮电”的方

针，发挥国家，集体两个积极性，推动了邮电通信建设，两年时

间，自办局所比1957年增长1．5倍，邮路增长64％，农话杆、线分别

增长22．5％和21．3％。“文化大革命"中，干扰虽然厉害，但因

I



电信事业被看作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受到特别重视，实行军管，

城乡邮电事业反而得到全面加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

容邮电通信事业更是在改革中前进，在开放中发展。多j1987年，

邮件运输改肩挑背负为自行车、摩托车以至汽车运送。全县有邮

路84条，长2247公里(其中农村投递路线70条，长1949公里)，

比1949年增长9．2倍。现已拥有运邮汽车2辆，摩托车4辆，自行

车64辆，保险柜83个，磅秤35台。电报传输由话传、人工音响机

改为电传打字机，电话机由磁石式、半自动以至发展到全自动拨

号，电话线路改实线传输为多路载波。已有专用电报电路3路，

长话电路23路，农话中继电路85路(其中载波电路38路)，市

话已全部实现电缆化，缆长17．7皮长公里。长、市、农交换机容量

3370门，电话机2526部，全县建成乡乡有总机，村村通邮路，长、

市、农话配套，已初步形成具有现代化气息的邮电通信网络。在

增强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经济效益，开始步入依靠

自身积累自我发展的轨道。1987年，邮电通信总量102．55万元，

比1980年的64．08万元，增长了60％，邮电业务收入也同步增长，

在1985年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后，1987年又上升到150．9万元，比

1950年增长140倍，比1978年增长2．44倍。巴拥有固定资产244．8

万元，为邮电通信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 7

(二) ．

严格地讲，华容县邮电事业的发展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才开始的。回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满胜利的喜悦，但走过

的道路也是曲折的。1954年由于对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遣的政策

理解片面，在整顿邮政私商代办所和乡邮工作中，脱离当时客观实

际，“一刀切”地将全县6处邮政私商代办所停办，32处改交给

当地供销社代办。而供销社代办邮政，人员不固定，职责不落

实，．往往“代而不办’’或“代而不力"，致使通信服务质量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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