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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簟
。

六盘水位于贵州西部。西接云南省，北邻毕节地区的威宁、赫章、纳雍诸

县，东与毕节地区的织金，安顺地区的普定、关岭、晴隆接壤，南界黔西南的兴

义、普安。东西宽142公里，南北长177公里，总面积9914平方公里，1996年

总人口261982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64469人)。主要有煤、铁、铅、锌、铜、

汞等30多种矿产资源和数十种经济作物、农副土特产品，是一块资源丰富的

珍贵宝地。特别是煤的储藏量、质量独冠江南，著称“江南煤都”，是祖国的十

大煤炭基地之一。六盘水所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矿藏资源，为邮电通信建设

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今六盘水市是六盘水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

心。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邮电通信的发展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今六盘水市境的邮驿通信始于西汉时期。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犍为郡使都尉唐蒙治南夷道设邮亭于平夷(毕节)、水城、郎岱(今六枝郎

岱镇)、永宁(关岭打罕地)、镇宁(紫云大烘地)、贞丰、册亨等地，是汉代时六枝

特区最早的“夜郎邮驿”o 、

一

清代初期，顺治十六年(1659年)普安厅(今盘县)设有上寨、刘官屯、亦资

孔3驿以通滇省平彝县多罗驿。每驿马50匹，马夫25名，长夫100名。水城

厅是荒僻山野之地，邮传驿事，并无志载。清末，郎岱厅、普安厅(今盘县)共设

4驿3站15铺，驿站与铺连成邮传网络o
。’

邮驿，是我国邮政发展中最为古老的通信制度。它起源于统治阶级传递

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需要，对当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起着很大的作用。民问通信交往，富人雇人专送，贫民百姓请熟人好友顺便

捎带o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邮政局、所逐步设立。光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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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邮电志

十八年(1902年)八月二十五日，郎岱设立邮政分局，是年十月三十一日设立

普安厅(今盘县)邮政代办。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初一日，贵阳副邮区成为

独立邮区管辖全省邮务，在水城厅设立邮寄代办所、郎岱改为邮寄代办所，普

安厅(今盘县)改为内地邮政局(即分局)。
一

民国时期，邮政局、所视其业务收入多少划为一、二、三3个等级。民国10

年(1921年)，水城厅、普安厅(今盘县)为三等邮局，郎岱为二等邮局，辖大弄、

六枝场、岩脚、落别4个邮寄代办所。民国34年(1945年)，邮政局、所划分为

一、二、三等，等后再列甲乙二级，收入达不到三等乙级设代办所。是年，盘县

定为二等甲级邮政局，水城、郎岱为三等乙级邮政局，由于业务收入升、降原

因，邮政机构的裁撤、增设、等级变更频繁o 1949年解放前夕，六盘水全境设

邮局3处、邮政代办所10处。

六盘水电信通信起步比较缓慢。民国16年(1927年)设立盘县电报局。

民国32年(1943年)初，郎岱设立代办处，贵州电政管理局派王文波任代办处

主管，设立电台开办电报业务。是年6月，水城设立电报局，此时，盘县、水城

和郎岱代办处陆续开始办理长途电话业务。民国34年(1945年)2月，因电报

业务十分清淡、水城电信机构被裁销。至1949年6月，六盘水有电信局和代

办处各1个o ，
--

1949年11月10日～1950年1月14日，盘县、水城、郎岱陆续解放，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邮政、电信局o

1950年至1952年，为保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秋征”工作进展顺利，

邮电积极组织维护人员和民工奋力抢修被地方土匪和国民党残军溃退逃窜时

破坏的农村电话线路，恢复县到区间的通信，增设营业服务网点，接办报刊发

行业务，实行“邮发合一"方针；执行省局关于贯彻部实行“邮电合一”管理体制

的决定。1951年3月1日，盘县邮政、电信“合一”为盘县邮电局，3月11日成

立郎岱县邮电局，6月1日成立水城县邮电局。从此，邮政，电信业务实行集中

领导，统一经营管理，逐步建立新的通信生产管理办法，执行统一的规章制度，

使邮电通信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o 1952年末，六盘水全区设立邮政代办所

26处，为1949年邮政代办所10处的2．6倍；邮路19条，为1949年4条的4．7

倍，增加邮程长度673公里；农村电话线路长623．52公里；新建长途电话线路

207．4杆公里o

’1953年至1957年，国家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六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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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各局集中力量，全面开展城乡邮政通信基本建设o 1953年邮电统一接管地方

电信设备和人员(即县内电话)，地方电信县以上部分移并入县邮电局，为市内

电话增加了用户。经过几年连续扩大交换设备容量，市内电话用户不断增多o

1957年六盘水市全区容量250门，水城、盘县局接入市话专线用户138户，超

过邮电部规定办理市话业务的标准。是年两局正式开办市话业务o 1956年

六盘水地区建立自办农村邮电支局(所)27处、代办所20处，为1952年26处

的1．8倍。邮路总长2074．2公里，为1952年1281公里的1．6倍。水城县局

最先实现乡乡通邮o 1957年六盘水各局又实现了“区公所”所在地有自办邮

电支局(所)、交换机(总机)，全地区乡乡(公社、管理区)通邮。农村电话杆路

长1571．39杆公里，比1952年接管地方电信前增加新架杆路947．87杆公里，

为1952年623．5杆公里的2．5倍。是年各局都接办了地方机要通信、开办了

机要业务6随着邮电通信网路的发展和服务网点的增多，企业内部管理的加

强，促进了邮电业务的增长o 1957年六盘水地区完成业务总量17．6万元，为

1950年2．2万元的8倍o

1958年至1962年，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邮电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

行“邮政以报刊发行为纲竹、“电信以长途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服务网点，延

伸投递路线，缩短班期时间，扩大投递深度及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o

1958年8月前后，六盘水全区实现乡乡通电话，农话杆路总长1919．3杆公里，

为1952年623．5杆公里的3．07倍，为1957年1571．39杆公里的1．22倍。交

换机容量780门、电话用户389户，为1953年接管地方电信对的8．66倍和

6．37倍(接管时容量90门、用户61户)o盘县开通至安顺、贵阳、昆明省内省

际二级长途载波电话3条，县境内设立亦资孔增音站，安装BsI讲12路载波增

音机1部，农村部分邮电支局j所开始办理长途报话业务。是年，水城至安顺

开始自办汽车邮路，水城至毕节、水城至郎岱开办了委办汽车邮路。随着公路

交通网的建设-9发展，各局与运输部门签定了运邮协议，扩大县至区的委办汽

车邮路和自行车邮路，逐步将步班邮运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

通过调整邮路，公社能够看到当天的县报，农村看“堆报”的情况逐渐减少。年

末，六盘水全区邮路单程长4044公里，以农村支局为中心的农村邮路网基本

形成。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邮电管理体制

层层下放。农村邮电支局(所)一律改设为人民公社邮电局，打乱了邮电规章

制度，冲击了正常的通信秩序。“大跃进”中由于施工不讲究技术标准，不重视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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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历时不久，公社以下机线设备不能运转的情况十分突出。从1961

年开始贯彻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调整实

行了以邮电系统为主的统一管理体制，将原公社邮电局一律收回，作为县(市)

邮电局的农村分支机构，实行统一规化、集中管理。在此期间，恢复和建立健

全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执行邮电资费标准，加强企业经营管理o 1964年水城

局在贵昆铁路工地沿线设立了12个支援铁路服务网点o 1965年新架水城至

六枝长途线路铜线1对、铁线2对，六枝至贵阳开通人工直达报路o 1966年1

月水城至贵阳、六枝至贵阳又改为单工电传报路o“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为邮电通信稳定发展开创了基础，邮电业务量增长直线上升，1965年全

区邮电业务总量92．2万元，为1957年17．6万元的5．24倍，比1958年总量

38．6万元增长2．38倍o ， ．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年内乱，邮电通信生产秩序受到

冲击，行之有效的邮电规章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管、卡、压”的条条框框受到

批判，任意废除。通信质量明显下降，区、乡线路障碍历时长，报刊积压情况严

重。邮电管理机构时分时合，1969年实行邮政、电信分设，1973年又开始实行

邮政，电信两局“合一”o在“文化大革命”中邮电通信部门遭受到严重的干扰，

但广大邮电职工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勤奋工作，确保了党和国家以及各个时

期的重要战备通信任务o 1970年六盘水全区到省和特区业务量较大的支局

实现收发电报电传化o 1975年全区市话交换机容量达1350门。这个时期，邮

电通信建设仍在艰难曲折中发展前进。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肃

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全区邮电呈现出安定团结的局面，掀起了工业学大庆，

学“铁人精神”的活动，充分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邮电通信建设的

发展o 1977年水城特区局1000门自动电话建成投产使用，从此，六盘水全区

市话交换设备是磁石式，共电式、步进制“三式”同堂运行，总容量1900门，是

1957年按邮电部规定标准正式开办市话业务时全区总容量250 f-j的7．6倍。

是年，六盘水全区业务总量117．2万元，是“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92．2万元

的1．27倍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时期，邮电工作

的重点转移到以通信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了过去单靠国家投资进行

通信建设的体制，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

上和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一4·--一



概 述

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进行通信建设o 1986年市局将原步进制市话

1000门扩容为纵横制自动交换设备2000门，盘县局将磁石式设备400门扩容

为纵横制自动交换设备500 f-j，全区市话容量达3100门，为1977年1900门

的1．63倍。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9人民银行六盘水市分

行共同商定，1986年9月，市局川心营业处第一个开办了邮储业务o 1987年

六盘水全区开办邮储业务，至1988年邮储余额达307万元。为解决农话通信

建设的困难，1988年市政府推出“三三制”政策。市政府、特区政府和邮电部

门各自投资三分之一，用于购置长途自动拨号设备和整治农话机线，修复部分

重点乡的电话。是年还开办了礼仪电报新业务o 1990年市局市话号码由4位

升5位，城市电话普及率水城达2．53部／百人，六枝达2．58部佰人，盘县达

O．66部佰人，该年全区业务总量487万元，业务收入704．28万元，分别为

1979年业务总量166．09万元的2．93倍、业务收入152．11万元的4．63倍o

“八五”期间，六盘水市邮电投入通信建设资金8781．38万元o 1991年水

城邮件转运大楼建成，面积2400平方米o 1992年水城局无线寻呼126台开

通；六枝局原纵横自动交换机1000门扩容为2000门’，全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

达6800门，为1986年3100门的2．19倍。是年全区电报传输实现电子电传

化，进入全国自动转报网o 1993年水城7000门和盘县2000门程控电话开通，

近一年的时间，全区市话总容量增加到11000门，分别为1992年的1．6倍，

1986年的3．54倍。接着水城长途480线开通投入运行；六枝局引进SR一100

型一点多址农话通信开通(中心站1个、中继站2个、外围站2个、从站1个)

水城容量94线，六枝63线。水城局开办了特快专递业务o 1994年水城程控

扩容3000门；全区126台人工无线寻呼实现联网；水城127台自动寻呼系统

开通，通信网管系统投入运行。邮政储汇计算机软件系统在水城的川心、青杠

林邮储点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邮政通信由传统的手工操作向现代化技术应

用迈出了新的一步。是年，六枝特区政府十分关心通信建设，把上程控电话当

作为六枝特区人民要办的一件实事来抓，并投资筹建资金300万元o 1995年

水城程控扩容4000门，长途2000路端和六枝局5000门程控电话开通。至

此，全区县以上城市实现市话交换程控化。总容量达21000门，为1977年

1900门的11．05倍，1992年6800门的3．08倍。是年，向银行贷款1500万

元，引进美国(摩托罗拉)900MI-IZ蜂窝式模拟移动电话通信系统设备，5月在

水城、六枝开通使用。全区建成电子化支局2个，邮件处理上新增了微机、捆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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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器、监控设备等，实现了微机抄登、电子查询，提高了邮件处理的效率和质

量。该年，全区业务总量2917．75万元，业务收入4198万元，分别为1980年

168．6万元的17．3倍和1561．21万元的2．68倍o

1996年邮电通信工作主要是围绕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邮电通信建设o 1996年全区二级干线邮路：水城至纳雍、水城至威

宁、水城至盘县和部分有条件的农村邮路开办邮客兼营，改变了过去单一邮

件运输服务的方式；川心电子营业处建成投入使用；邮政函、包、汇、发传统业

务与1980年量相比分别增长1倍以上；新办业务发展很快，快件收入121．2

万元，是1989年15．58万元的7．77倍；特快专递收入72．37万元，是1993

年开办时的21．02倍；邮储1986年开办，1989年邮储余额为671．24万元，

1995年突破亿元大关(达1．210亿元)o全区人工无线寻呼“126”和自动无

线寻呼“127”台实现全省联网，并办理全国联网漫游业务；市话交换总容量达

2．15万门，各县市话普及率上升，水城为4部佰人、六枝为3．49部佰人；

盘县为1．7部佰入，分别比1990年提高I．47％、0．91％、1．04％；市话主干

电缆扩容32000线，完成模拟移动通信信道扩容，建成铁路地区电务段市话

71分局，并达成联营协议；全区有16个支局开通程控电话，占支局总数的

31．3％，有长途电路560路，为1989年97路的5．77倍。该年完成业务总量

4383．36万元，为1990年487万元的9倍，业务收入5569万元，为1990年

704．28万元的7．9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6年的47年间，六盘水市邮电通信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1978年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邮电通信的发展建

设，把邮电通信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对邮电发展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

经过邮电全体人员的艰苦创业，六盘水邮电通信的发展实现了新的飞跃、创了

新的辉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不断加快，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对邮电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六盘水市邮电事业将坚持两

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坚持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进一步加大通信发展建设力

度，再创造新的辉煌，为六盘水市的经济腾飞再立新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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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 构

第一节 邮 驿

邮驿是我国邮政发展史中最为古老的通信制度，其功用主要有二，一是传

递官府文书，目的是保证传递政令、军令的需要，二是为过往官吏、驿使提供食

宿和交通工具，后来还允许传递少量的官吏私信和物品。

六盘水区域的邮驿最早可追至汉武帝元光六年(129年)犍为郡使都尉唐

蒙治南夷道，自焚道至蛘江(今北盘江、南盘江及红水河)。次年南夷道修通，

西汉王朝于今贵州首先设置南夷邮亭于平夷(毕节)，而后于其沿线通衢要道

相继在水城、郎岱(今六枝)、永宁(关岭打罕地)、镇宁(紫云大烘地)、关岭、贞

丰、册亨等地设置邮亭，供邮使来往，这是六枝特区最早的“夜郎邮驿”o以后

各朝邮驿不可考。

清代初期，顺治十六年(1659年)普安厅(今盘县)设有上寨、刘官屯、亦资

孔3驿以通滇省平彝县多罗驿o

清雍正六年(1728年)制军鄂尔泰题准开“通滇新道一自黄果树岔入郎岱、

渡毛口交亦资孔道，路成设坡贡、郎岱、毛口、那当4驿。郎岱驿由安顺府亲

辖，调普定县农使就兼管。

清雍正七年(1729年)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题请开路改站，将上游旧设

之盘江、江西坡驿裁去，另开上游新路设坡贡、郎岱、那当、舍基场、杨松、大山

凹6驿。

清代，驿传分设为铺递、驿递两类。铺递以铺夫铺兵步行递送公文，驿递

以骑马送递公文，并护送官物和乘传官员。他们或骑马或步行，不分昼夜寒

暑，常年累月地奔波在驿道上。因此，他们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在古代诗词中，

清初薛所蕴《驿卒词》一诗中的“间阎困蔽乏帮贴，差繁马瘦刍豢绝"，叙述了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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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工作的艰辛。清代乾隆初年，普安州、郎岱厅设有铺递传送公文。郎岱额设

在城、打铁关、拉邦、拉当4铺，共铺兵12人。在城铺西十二里打铁关铺，十里

。一 至拉邦铺、十里至拉当铺、二十里至安南县何都铺，各铺铺兵3人。 一

亦资孔站、归由普安州知州管理。额设在城、鲁尾、亦资孔、蛾螂、大坡、海

子、大山凹、猪场河、旧营、杨松、茶亭11铺，共铺兵33人，各铺铺兵3人。

i

明、清时期郎岱、普安厅驿站设置一览表

驿站名称 设立位置 备 注

在郎岱，上至毛口32里，下至坡贡45里，马50匹，马 l

郎岱驿 郎岱同知管理
夫25名，长夫100名。

在普安州北5里，上至亦资孔50里，下至杨松34里， 以软桥驿驿丞加巡检衔
刘官屯驿 ●

马50匹，马夫25名，长夫100名 管

在亦资孔，上至滇省多罗驿60里，下至刘官屯驿50
'

亦资孔驿 设驿丞管理
里，马50匹。马夫25名，长夫100名。

上至刘官屯驿60里，下至普安县白沙关驿45里，马
上寨驿 亦资孔驿兼管

50匹，马夫25名，长夫100名。

郎岱站 设在城、站军12名 郎岱同知管理

刘官屯站 在刘官屯 普安州知州管理
●
1

亦资孔站 在亦资孔 普安州知州管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邮政局、所普遍设立，文报递送
”

都由邮局办理，到宣统三年(1911年)贵州驿站全部裁撤。

附：清代驿站《条律》。

一、无印信公文不准入递。

二、各省驿站递送公文，令管站官各立印号簿，上站号簿用下站官印，于每

月底彼此移明查考，倘有沉匿稽延等情，即行详报该管上司，据实题参，不得故

． 为容隐。 一

三、沉匿平常公文，马夫照铺兵治罪，提调官吏依律递减。吏部处分例：沉

匿平常公文一角(注一封)者，马夫杖六十，每角加一等。罪正杖一百，提调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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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减一等。
’。

四、沉匿事于军事机密文书，不计角数，马夫杖六十，徒一年；提调吏典杖

一百，革役司，驿官革职。如有所规避者从重论。

五、马上飞递公文，如有遗失，除将马夫照例治罪外，该地方官一面详报该

上司，一面径报原发衙门查复补给。

第二节 邮政机构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二十五日，蒙自邮政总局按大清邮政以六

站设一分局的规定，设分局于郎岱厅(今六枝)，下设代办所于安顺府城东街万

寿宫铺商，始办邮政业务，属三等乙级邮局，局长系昆明籍人邢杏生。是年十

月三十一日设立普安厅(今盘县)邮政代办。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蒙

自总局认为邮界以安顺为黔省西路中心，易与省城联络，故移分局于安顺府

城，8月20日设安顺府内地支局，十月调郎岱局长邢杏生任邮政供事，辖郎岱、

普定、镇宁三代办所。郎岱代办所，代办负责人李次甫。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六月蒙自邮政总局将安顺局，普安厅(今盘县)、郎岱、镇宁3代办所及安顺

顺城、安平2信柜移交贵阳副邮政总局管辖。普安厅代办所负责人黄翼卿o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初一日，贵阳副邮区成为独立邮区，管辖全省邮

务。是年，设立平远州、水城厅代办所。水城厅代办所负责人李馥山。郎岱邮

寄代办所归普安厅(今盘县)管辖。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全省有贵阳邮政总局

和遵义、安顺、思南、普安厅(今盘县)等14处内地局(即分局)o

因驿站被裁撤，有组织的民间通信机构——民信局被排挤，民信业逐渐萎

缩，邮政成为社会传递信息，寄递货物、汇寄银钞的主要工具，邮政局、代办所

逐渐增多。民国二年(1913年)元月郎岱代办所升为二等邮局，邮政局长熊雨

珊。是年12月31日，郎岱、普安厅(今盘县)改为三等邮局。民国3年(1914

年)7月，郎岱又恢复为二等邮局，辖大弄、六枝场、水城、岩脚4个邮寄代办所。

民国10年(1921年)4月20日水城改为三等邮局。民国12年(1923年)郎岱

归安顺邮局管辖。民国14年(1925年)划归贵阳邮务管理管辖。次年又改为

三等邮局。

民国25年(1936年)邮政局、所的设置是以业务收入的多少为标准划分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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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规定：邮政月收入在200元左右，开发汇票在1000元左右者，可设三

等局；邮政收入在600元左右，开发汇票在6000元左右者，可设二等局；邮政

收入在5000元左右，开发汇票在20000元左右者，可设一等局。邮政总局依

据开办业务量的增减核定邮局等级。为此，邮局等级变动频数。民国34年

(1945年)水城为三等乙级邮局。民国38年(1949年)7月，盘县为二等邮局，

郎岱、水城为三等邮局，直至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蒙自邮政处所道路图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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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电报机构

六盘水电信通信起步比较缓慢，民国16年(1927年)设立盘县电报局，于

城内云南街租用民房办公。次年迁址于大府街财神庙内。民国29年(1940

年)划为四等电报局。民国32年(1943年)初，贵州省电政管理局派主管人员

赴郎岱设立电台办理无线电报通信业务。是年6月水城设立电报局。此时，

盘县升为三等电报局，水城划为五等电报局，并开始办理长途电话业务。民国

33年(1944年)，奉交通部令，电政管理局改称电信管理局，各地电报局统一改

称电信局。是年12月水城电报局改为水城电报营业处，由威宁电信局管辖。

民国34年(1945年)2月，因电报业务十分清淡，水城电报营业处被裁撤，从

此，水城电信业务处于停办状况。民国36年(1947年)，盘县改为三等乙级电

信局，郎岱代办处属睛隆局管辖，直至1949年6月o

。

：
’

4

民国37年电信局、机务站、线务段人员表
^‘

单位 六枝 盘县 水城7 ’·盘县 盘县

，等级 代办处 三等乙级电信局

第三线务段 机务站长段
局、段、站长 负责人王文波 局长许尚勤

长王泽生 绍斌

报务员(人) 1 2

话务员(人) 2

会计员Ok)

业务员(人) l

报差(人) l 1

公役(人) l l

段员(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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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六枝 盘县 水城 盘县 盘县

线务佐(人) 29

技术员(人) 2

机务佐(人) 3

注·1945年至1949年底，水城县电信业务清淡，电信机构被裁撤。

第四节 邮电机构

清朝至民国时期，邮政、电信局始终是独立分设的两个部门o 1949年11

月10日至1950年1月14日水城、盘县、郎岱相继解放，邮政、电信局均由当

地军事委员会接管o 1950年12月遵照邮电部关于实行“邮电合一”管理体制

的决定，成立了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按照省局关于贯彻执行邮电部逐步实现

“邮电合一”的部署，1951年3月1日，盘县邮政、电信两局“合一”为盘县邮电

局，3月11日成立郎岱县邮电局，6月1日成立水城县邮电局o 1951年贵州省

邮电管理规定：以1950年第3季度的实绩为准，按照各局业务量、邮路、设备

情况和各县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处的地位，将省会以下邮电局划为甲、乙、

丙、丁4种类型。确定盘县为乙类邮电局，郎岱、水城县为丁类邮电局o 1952

年后，因业务的发展，邮路延伸，设备增多等情况的变化，省局对郎岱、盘县、水

城县局的设置等级均作过调整o 1953年省局通令明确各专署所在地邮电局

定为中心邮电局，郎岱县、盘县、水城县邮电局分别归安顺、兴义、毕节中心邮

电局的指导和监督o 1956年4月省局将中心邮电局改为县邮电局，另在专署

所在地派驻邮电督察员，设立督察办事处，负责指导、监督所管辖的县邮电局。

是年8月，按照省内行政区划变更，成立地(州)邮电局，同时撤销督察办事处，

郎岱、水城保持原隶属关系不变，因兴义专区撤销，盘县划归安顺管辖o 1965

年恢复兴义专区，盘县局又划归兴义管辖o 1966年4月省局将六枝、盘县、水

城县改为特区邮电局，所在行政区域不变，但六枝、盘县、水城县特区邮电局均

直属省局领导o

“文化大革命”初期，局内职工形成两派，这时，局领导受到冲击“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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