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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2月

刘建华吴允中石天行王田有(专职) 姚公骞

周銮书俞林傅文仪李克史宇谦吴吉祥毛云卿

王朝俊张运昌廖延雄郭皓马巨贤彭铎余心乐

1991年7月

周銮书张伊(专职)

华桐王明善熊向东饶少云刘初浔黄启曦熊印辉

黄定元杨淳朴胡仲权郑光荣陈文华高介福

1996年8月

王飚谢军(专职1997．4．15起)

王明善黄定元叶春熊向东黄启曦

李国强杨淳朴黄庆来刘初浔朱祥清

1999年3月
(2001．6．17止)黄智权(2001．6．18起)

谢军(专职)

王明善黄定元钟健华梁凯峰黄耀春

李国强朱张才黄庆来危朝安刘伟平

熊盛文缪兵韩景昌徐明华伍自尧

2001年8月

傅敏先吴颐轩

傅敏先

刘积福

徐俊如

吴颐轩

刘爱才

陈达恒

谢军(专职)

雍忠诚孙刚余欣荣李国强漆权姚亚平钟健华

李志勤吴运金傅伯言谢斌李豆罗刘积福许爱民

洪礼和缪兵王昭悠伍自尧黄建盛吕滨刘礼祖

刘斌

《江西省志》总纂人员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2月

刘建华吴允中石天行王田有(专职) 姚公骞

周銮书俞林傅文仪李克史宇谦吴吉祥毛云卿

王朝俊张运昌廖延雄郭皓马巨贤彭铎余心乐

1991年7月

周銮书张伊(专职)

华桐王明善熊向东饶少云刘初浔黄启曦熊印辉

黄定元杨淳朴胡仲权郑光荣陈文华高介福

1996年8月

王飚谢军(专职1997．4．15起)

王明善黄定元叶春熊向东黄启曦

李国强杨淳朴黄庆来刘初浔朱祥清

1999年3月
(2001．6．17止)黄智权(2001．6．18起)

谢军(专职)

王明善黄定元钟健华梁凯峰黄耀春

李国强朱张才黄庆来危朝安刘伟平

熊盛文缪兵韩景昌徐明华伍自尧

2001年8月

傅敏先吴颐轩

傅敏先

刘积福

徐俊如

吴颐轩

刘爱才

陈达恒

谢军(专职)

雍忠诚孙刚余欣荣李国强漆权姚亚平钟健华

李志勤吴运金傅伯言谢斌李豆罗刘积福许爱民

洪礼和缪兵王昭悠伍自尧黄建盛吕滨刘礼祖

刘斌

《江西省志》总纂人员



编 纂 说 明

江西自清光绪七年(1881)《江西通志》刊行以来，省志已失修100多年。民国期

间，虽设立江西省通志馆，并有馆长吴宗慈等人勉力重编，终未能定稿刊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50年代积极倡导修

志，国家设立中国地方志小组总揽其事，但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而成果甚

微，江西仅纂成金溪、奉新等16部县志，未着手省志编纂。“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

地方志小组停止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风起，国运日盛，中共中央书

记处适时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后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活动，中共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先后颁发文件，重加倡导，修志遂成全国热潮。中共江西省委因势

利导，于1983年12月批准成立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指导全省各地修志，组织

省志编纂。1988年1月省人民政府正式部署《江西省志》编纂任务。到1993年3月，

全省大多数县、市已完成本届修志任务，新编《江西省志》的各种专志也陆续纂定付梓。

《江西省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全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反

映其本来面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正确估价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o

《江西省志》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和审稿编排，由省直有

关部门和单位分头承编。为便于组织协调，加快编纂进度，突出江西特点，增大信息

容量，提高使用价值，节约经费开支，《江西省志》采用丛书结构形式，侧重考虑各专

志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分拘泥于全书的整体性。全书由大事记、各专志、人物志组

成，各专志一般设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纪年、附录和编后，分则自

成一体，合为全省通志。志目设置方面，不强求“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基本上一个

部门一志。例如，工人、青少年、妇女、工商、华侨等组织和台联、侨联、科协、文联、社

联等团体，本应统合为社会团体志，为便利编纂，现多数分别立目，科协、文联、社联

则依次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志中记述；旧政权志、苏区志、人民代表大

会志、人民政府志，理当归并为政权志，考虑到旧政权与人民政权有本质不同，政权

与政府有别，苏区又是江西的一大特色，故而分设四志；此外，从突出优势产业着眼，

将铜业、钨钽铌业从冶金工业中析出，将纺织、陶瓷、烟草业从轻工业中析出，各自设

志。内容方面，一些全局性内容和交叉性内容，允许各专志从本专业角度适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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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既在科学技术志、教育志中作宏观展示，又在许多专志中作微观反映。断

限方面，全书通贯古今，详今明古，侧重近现代，尤重当代。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

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不“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

当延伸。层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章、节、目，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

则设篇、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一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

不同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地貌、人口两部专志

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所自。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内容一般

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册的

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行。

《江西省志》总纂室

1993年3月(1997年6月修订)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1．江西省大事记 26．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52．江西省审计志* 73．江西省档案志*

2．江西省行政区划志 27．江西省机械工业志* 53．江西省标准志 74．江西省劳动志

3．江西省地貌志 28．江西省电子工业志* 54．江西省计量志 75．江西省人事志*

4．江西省地质矿产志* 29．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5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地 76．江西省公安志*

5．江西省气象志* 30．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方组织志 77．江西省武警志

6．江西省地震志 31．江西省建筑业志* 56．民主党派江西省地方 78．江西省检察志*

7．江西省测绘志* 32．江西省乡镇企业志* 组织志* 79．江西省法院志*

8．江西省动植物志* 33．江西省交通志* 57．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 80．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9．江西省人口志 34．江西省铁路志* 方组织志 81．江西省劳改劳教志*

10．江西省土地志 35．江西省民用航空志* 58．江西省工人组织志* 82．江西省军事志*

11．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36．江西省邮电志* 59．江西省青少年 83．江西省教育志*

12．江西省农牧渔业志* 37．江西省商业志* 组织志 84．江西省科学技术志*

13．江西省农垦志* 38．江西省供销合作业志* 60．江西省妇女组织志*85．江西省社会科学志*

14．江西省林业志* 39．江西省粮食志* 61．江西省工商组织志* 86．江西省文化艺术志*

15．江西省水利志*40．江西省对外经济 62．江西省侨联志*87．江西省艺术志

16．江西省煤炭工业志* 贸易志* 63．江西省台联志 88．江西省新闻志

17．江西省冶金工业志*41．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64．江西省政协志*89．江西省出版志*

18．江西省铜业志*42．江西省旅游志 65．江西省旧政权志 90．江西省广播电视志*

19．江西省钨钽铌工业志*43．江西省财政志* 66．江西省苏区志 91．江西省卫生志*

20．江西省轻工业志* 44．江西省金融志* 67．江西省人民代表 92．江西省医药志*

21．江西省二轻工业志* 45．江西省城乡建设志* 大会志 93．江西省体育志

22．江西省纺织工业志* 46．江西省环境保护志* 68．江西省人民政府志* 94．江西省风俗志

23．江西省烟草志* 47．江西省经济计划志* 69．江西省民政志* 95．江西省宗教志

24．江西省石油化学 48．江西省统计志* 70．江西省外事志* 96．江西省方言志

工业志*49．江西省物资志 71．江西省台港澳 97．江西省方志编纂志

25．江西省建筑材料 50．江西省物价志 工作志 98．江西省人物志

工业志* 51．江西省工商行政志 72．江西省侨务志 (加*号者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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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志》丛书

江西省邮电志

葛菇簟童艟

2003年·北京



《江西省邮电志》编纂委员会

：王孝槐

：黄日高张庆亮李国华王凤翔郭华

：(按姓氏笔划排列)

左武元刘泉根刘强许叶茂

应顺水李照清张学信张航

张润泉张路敏周光金辉

杨锡信杨晓华徐恕霞聂晶

黄志勇 彭志先程国强黎显毅

《江西省邮电志》编辑部

主 编i王孝槐张庆亮(1999年增补)

常务副主编：金辉

副主编：范铁芳谢启文倪建华

编 辑．i金辉倪建华谢启文

范铁芳黄新生蒋为农

专任编辑：罗炳根(省志办)

特邀编辑：刘柏修



《江西省邮电志》编纂委员会

：王孝槐

：黄日高张庆亮李国华王凤翔郭华

：(按姓氏笔划排列)

左武元刘泉根刘强许叶茂

应顺水李照清张学信张航

张润泉张路敏周光金辉

杨锡信杨晓华徐恕霞聂晶

黄志勇 彭志先程国强黎显毅

《江西省邮电志》编辑部

主 编i王孝槐张庆亮(1999年增补)

常务副主编：金辉

副主编：范铁芳谢启文倪建华

编 辑．i金辉倪建华谢启文

范铁芳黄新生蒋为农

专任编辑：罗炳根(省志办)

特邀编辑：刘柏修



欣慰的大好事。

《江西省邮电志》这部凝聚着我省邮电部门几届领导、广大职工和全体编纂人员

心血智慧的志稿，编审完毕，并如期付梓出版，是全省邮电系统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

成就，是我省邮电“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它不仅填补了江西有史以来没有邮

电专志的空白，也开创了我省由邮电专业部门编纂邮电史志的先河，实为江西邮电

历史上的一大幸事，值得庆贺。

《江西省邮电志》是在邮电一家时写就的，是在邮电分营后，电信重组前审定的，

是在新世纪开端之际出版发行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注入了其特殊的内涵，它不

仅为我省邮电发展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记述，也为冠以“邮电”这个概念的江西

邮电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以“信患产业”为标志的江西邮政、电信将站在崭新的

起点开始书写21世纪的江西通信史。作为我省历史上第一部反映江西通信发展历

史的著作——《江西省邮电志》此时问世，就更显示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悠悠岁月，赣江大地历经沧桑；漫漫长河，江西通信源远流长。翻开《江西省邮

电志》我们不难看到，这部160余万字的著述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3000余

年江西通信的发展历程；志书图文并茂，详今明古，特色突出，10篇46章的编排囊括

了江西多个历史时期的通信手段变革、管理体制变化、人事人文变迁和组织制度源

流，反映了众多的历史经验，记录了重大的历史教训，展示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一部

《江西省邮电志》也就是一部江西通信事业艰难曲折的创业史、发展史和文明史。它

不仅具有独到的存史价值，而且，对今人和后世都具有重要的资治和教化作用。

编纂《江西省邮电志》，这是历史的机遇，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造就的机遇，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一项十分浩繁的文化工程。这些年来，在上级组织的关

心指导下，原省邮电管理局党组对志书编纂工作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参与修

志的工作人员十分珍惜和热爱这项工作，大家克服困难，不怕艰苦，兢兢业业，勤奋

笔耕，在于中学，学中干，历时数年，孜孜不倦，查阅4000余卷(册)档案，收集整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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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字资料，撰写、修改文稿达400余万字；全省邮电各级组织和职工，尤其是许多

老领导、老同志努力为省邮电志提供资料付出辛勤的劳动。在共同构建这项工程

中，广大邮电职工、编纂人员表现出对江西邮电事业的热情关爱和高度历史责任感，

反映出江西邮电人的敬业、务实和开拓精神。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和继续发扬的

可贵之处。谨此向大家致以深深的谢意。

历史是延续的，昨天的事物对今天来说就是历史。记述历史、研究历史，总结经

验，用以指导现在，规划未来，这是我们江西邮电人永不衰竭的工作任务。今天，国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正在进一步加快，21世纪崭新的“信息时代”就将到来。

同时，现代通信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相应的生产关系问题也接踵而至。因

此，寻找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避免挫折教训已成为我们政府和邮电人的迫切需

要。在这一特定的时刻，《江西省邮电志》的出版为鉴古知今、鉴古资治及时提供了

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此，我衷心地期望：全省广大邮电干部职工能够认真读志，热心

用志，从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坚定发展的信心，以使这部邮电志能

充分发挥好她的经世功用，服务于江西通信行业的“两个文明”建设；让我们江西邮

电历史的优秀内涵和优良传统代代相济，传承光大；并以科学的态度，开拓的精神，

创造新的光辉业绩，谱写江西邮政、电信通信发展的新篇章。

《江西省邮电志》的编写工作启动较晚，真正编写的时间仅有两年，编写进程十

分紧忙，且志稿编纂仍是与其他文史工作同步开展，特别是后期邮电分营、人员分

流，不同程度地给编纂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因此，志书中难免会有不足和缺憾，望读

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千秋伟业，志成书就。谨为此，叙欣慰之情，致祝贺之意，寄功用之望，祈教正之

言。是为序。

(作者原为：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现为：江西省电信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三芬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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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z西省邮电志》是(-z西省志》丛书专志之一，又是江西省邮电部门志，其构
架包容部门志的内容。

‘二、指导思想：本志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江西省邮电通信发展

轨迹和本来面貌。按照“明古详今”的原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邮电事

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邮电事业的发展，有重点地全面系统记述。

三、断限：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江西邮电的发端，下限断至1995年底止，鉴于

实际情况，对概述、机构、大事纪年、模范人物及图片专栏的内容适当延伸到1998

年。

四、体裁：本志使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并统一采用语体文，力求严

谨、朴实、简明、通俗。内容表述以志为主，适当配以图、表、录等形式。

五、结构：本志按篇、章、节、目4个层次排列。横排竖写，以类系事，事以类从。

全志设概述、机构、邮政通信、电信通信、苏区通信、通信建设、邮电支撑、邮电管理、

职工队伍、党群组织、人物等10篇及大事纪年、附录和编后记。另设图片专栏。

六、纪年：1911年以前一律采用旧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o 1912年1月1日后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中1949年10月1目前，必要时括注民国纪年。

七、称谓：本志第一次出现的各种名称均用全称。使用“简称”时均以第二次写

明全称之后括注的“简称”为准。如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简称省邮电局)，中共江西省

邮电管理局党组(简称“省邮电局党组”)，××地区邮电局(简称“×X地区局”)，×

×市邮电局(简称X×市局)，××县邮电局(简称××县局)o邮电分设时期的名称

均用全称。

八、注释：本志中引文和需要说明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事项一般随文出注。

九、除上所列，其余均按照《(江西省志)行文通则》的规定和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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