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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lJ 吾

《甘孜州邮电志》的出版，是甘孜州邮电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意

义的大事，它是对甘孜州邮电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的如实记载。

全书共四章、二十三节、约十七万字，内容丰富，翔实，可谓甘

孜州邮电行业历史文献的一项新成果。这部志书的留传，将起到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亦具有受益于当今和惠及后世

之功能。

本志书上断自清雍正十年(1732年)，下限至1990年，如实

地反映259年来甘孜州邮电通信事业起落和兴衰的演变历程。记

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邮电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本志书的编成，是在局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局志办的同志

不畏辛苦，查阅档案、搜集资料、考证历史、编纂成书，为之付

出艰苦的劳动。各有关单位，离、退休老同志也对本志书的编纂

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作配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志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编写人员虽尽努力，但因经验

不足，水平有限，加之年久日迁，许多资料奇缺难考，书中错漏

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甘孜州邮电局局长 多尔吉

1992， 2



概 述

甘孜州邮电局位于康定城北西大街7号。它既是川西邮电通信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全州邮电通信指挥调度中心，也是连接川藏一级干线，川青二级

干线的咽喉要塞。它除管辖康定现业外，还管辖泸定、九龙、丹巴、雅江、

理塘、巴塘、乡城、稻城、得荣、道孚、炉霍、色达、新龙、甘孜、德格、

石渠、白玉十七个县的邮电通信企业，1990年全州共有邮电局、所103处，

有职工1640人，有固定资产20，553，198元。目前经办的业务有：函件、

印刷品、包件、报刊发行、汇兑、邮政储蓄、机要通信、市内电话、长途电

话、会议电话、电报、传真、集邮等。国际邮件及国际电报、电话可经转到

世界各地，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邮政、电信网。

清雍正十年(1732年)，甘孜州境内打箭炉以东设有6个驿站以传递公

文。乾隆二年(1737年)复设铺司于各厅、州、县。甘孜州境内打箭炉以

东设递铺20个，打箭炉以西设塘兵房21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

清邮政”时期，设驿站39处，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撤除。

甘孜州电报事业的兴起是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始的。当时

在打箭炉设电报分局，1905年在中渡、喇嘛、r设电报房、里塘、巴塘设电

报分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成立打箭炉厅邮政局、泸定桥邮政代办所，

1909年成立巴安邮政局。

这期间邮政和电报网路稀少、设备简陋、业务量小、大多为政府和军队

的政令、军情所用，商务使用极少。1912年“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

政”，1906年以后的电报亦改为“国有电信”。

1911年至1935年川康军阀割据，边藏多事，为传达政令和军事所需，

邮电通信得到发展。继1904年开辟成都至康定邮路以后，于1911年开通康

定至昌都邮路，以后康南各县根据业务的需要先后设置理化邮政局，雅江邮

亭、泸定桥邮政代办所亦升格为邮政局，康北的德格、邓柯、甘孜、道孚、

瞻化、玉树、丹巴等县也陆续设置邮政局、亭。邮政业务也由单一的信函逐

步开办信汇、包件等业务。1927年康定设有线电报局。1934年康区始设无
2



线电台通报，为军队所有。1934年在康定、甘孜、巴安、德格设民用电台

通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内迁单位及疏散人员增加，为适应各界通信

需要，电报局、所增加，设备和电路也不断更新、增设。甘孜、德格、巴

安、邓柯、理化设电报局。1941年九龙、得荣设电台，1944年电报局更名

电信局。1946年泸定、石渠、定乡、白玉、道孚设电信局。1940年康定设

置国际无线电台并开办无线电话业务，康定与省内外城市及州内部分县通电

报、电话。抗战胜利后，州内迁入的单位和疏散人员移走，邮电业务清淡，

直到解放前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邮电惨淡经营，亏损严重，局面难以

维持。

1950年3月，康定和平解放，在人民政府和上级局领导下，通过整顿

机构，迅速恢复了通信。1951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民国时期的各县

“邮政局”、“电信局”合并，成立各县邮电局隶属川西邮电管理局和各县人

民政府的双重领导。1954年11月成立“康定邮电中心局”，对全州各县邮

电局实行业务领导，康定成为全州邮电指挥调度中心。1956年4月撤销中

心局成立甘孜州邮电局，下辖雅江、理塘、巴塘、乡城、稻城、得荣、乾

宁、丹巴、九龙、道孚、色达、炉霍、甘孜、新龙、德格、白玉、石渠、邓

柯、义敦十九个县邮电局。1956年12月，泸定县邮电局从雅安辖区内划归

甘孜州邮电局管辖。1969年邮电分设为邮局和电信局，1973年又合并恢复

邮电局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年，甘孜州的通信设备、网络、服务水平发生

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邮政方面：全州有邮路68条，邮路总长度5499公里，其中：自办汽车

邮路16条、2728公里，委办汽车邮路4条，262公里，非机动运输工具邮

路31条，1962公里。邮路中属一级干线的有592公里、二级干线1874公

里，形成四通八达的邮运网路。有邮运汽车50辆，邮运摩托车69辆，自行

车132辆，役畜52头。邮件运送和投递，基本上改变了解放初期人背马驮

的繁重体力劳动状况。1990年全州进、出口函件340万件，包件5．54万

件，汇票41．4万张，快件5．37万件、报纸期发数7．69万份，累计数

1121．1万份，杂志70．7万份。邮件报刊投递频次每天一次及一次以上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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