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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饶阳邮电志》即将问世，这是记述饶阳邮电事业发展的第一部

志书。该书是在中共饶阳县委、县政府和衡水地区邮电局的领导下，

在衡水地区行署方志办公室、饶阳县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衡水地区

邮电局史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经过

编纂人员一年多的努力而完成的。‘ ．

一‘

¨’‘

饶阳县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2600余年，其邮传通

信活动亦由来以久，源远流长。 ．

。．

从确切的文字记载来看，明朝万历年间，饶阳境内作为通信用的

“驿铺”已具相当规模，可以推测，明以前的宋、。唐，乃至汉，秦，早

已设县的饶阳亦会不乏通邮设置和邮传活动的。因史料馈乏，只得留

待今后去发掘整理了。 · ：

，1

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大清邮政饶阳代办铺商成立

，始开饶阳近代邮政起，其后又历经中华邮政30多年的惨淡经营，到

日本侵略者被赶走(1945年)饶阳全境解放止，在近半个世纪的漫

长岁月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之

下，饶阳县的邮电事业凋零不堪，没有多少发展。、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饶阳县抗日

人民政府设专门机构领导通信工作，饶阳境内遍设抗日交通站，负责

党、政、军内部通信。交通人员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不畏艰险，

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在战时的通信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邮电事业获得了新生，并得以迅猛发展。40多年来，饶阳的邮电事

业由小到大，由落后到先进，无论人员，装备还是技术上都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到1994年底，市内电话是程控交换；长途传输是数字微

波；邮政运输是汽车；乡村投递已是摩托化；邮政通信网点遍布全县。

可以说，饶阳邮电局的现代化通信设备和通信能力已初具规模。另一



方面，邮电局人员素质亦在不断提高，无论从文化水平、技术水平还

是职业道德水平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一支有较高政治素质，较高业

务技术水平的队伍正在形成，‘它将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人民的通
信事业，为饶阳的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服务。 ．

盛世修志，历来如此，今天我们编写这本志书就是要使我们的职

工了解过去，珍惜现在，着眼未来，达到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展

邮电，振兴饶阳，振兴中华的目的。一 ，

本志编纂人员为使本书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服务当代，惠
及子孙的目的，历尽艰辛，克服困难，广采博收，精心筛选，本着略

古详今，去伪存真的原则悉心编写初成此书。’ ．．

由于饶阳的邮传活动历史悠久，本志编写历史断限较长，虽经广

泛收集资料，但由于饶阳在抗日时期战争创伤惨重；五六十年代连年

遭受洪水灾害；六十年代初县制归属变化频繁，，至使档案材料散失殆

尽，严重不足，’加之编写人员经验缺乏，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之处

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不胜感谢。
’

辛袅盖撼量磊蓑李云启中共饶阳邮电局支部书记。⋯”



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略古详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饶阳县邮电事业的发展与现状，旨

在保存史料，明古鉴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 志书上限根据资料情况尽量上溯，下限止于1994年底。一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兼有记、述、图、表、录诸体，按横排

纵写要求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

四 本志以概述总摄全书，以大事记勾勒脉络，正文按事物类别

分为7章，章下设节，节下分目，最后为附录。

五 志书除引用文字外，编写时采用现代语体文，以第三人称手

法记述：人名，直书姓名；地名，以现行标准化地名为准；政区、组

织、文件等首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之后多用简称。-

六纪年方法。1949年10月1日前采用传统纪年并括注公元纪

年，1 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元纪年。

七 数码编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1986年12

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八 志书涉及的邮电资费一律以当时的币制和计量单位为准，

其他计量单位均采用公制。 ．

九本志资料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邮电部门档案资料，辅
之以考证后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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