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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嘉祥县邮电志》是继承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

#--5宁市邮电局、嘉祥县史志办的指导下，经过嘉祥县邮电局局志

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现已问世，它是嘉祥邮电创办以来的第一部

专业志。它以翔实的历史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嘉祥县百余年邮电的

发展史，对于稽古知今，继往开来，促进嘉祥邮电事业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版问世是嘉祥邮电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部邮电志不泥旧见，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真实面目，并从沿

革-s发展、历史与现状中使读者全面了解到嘉祥邮电发展脉络与轨

迹。《嘉祥县邮电志》是一部教育邮电干部职工的好教材，是领导

者决策的历史依据，也是对地方资治、存史的重要贡献。

本志编写人员在既无编志经验又缺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克服重

重困难，昼夜兼程，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走访了曾在嘉祥邮局工

作过 老-T--qs、老工人，甚至数次登f-1核实资料以求提高其准确

性；在有关档案馆、史志办等单位翻阅四千余卷档案资料。此后编

志人员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取其精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

行编写工作。几经寒暑，终于在1 990年底完成初稿。

本志在编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嘉祥县史志办主任李家义及市局

史志办的同志们具体指导和帮助，得到全局在职和离退干部、职工

的热情支持和密切配合，谨致谢意。

本志在编写中，由于志书上溯时间较长、资料匮乏，加之编志

人员文化水平及专业知识所限，志中遗漏j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不吝指正。

局长：孙好连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



凡 例

一、《嘉祥县邮电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争达到求

实存真，使其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达到“资政、教育、

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涉及的历史问题和具体事件，本着尊重史实、不泥旧

见之宗旨，秉笔直书。本志的落笔重点在于近代、现代嘉祥邮电事

业发展的状况。

三、本志上限1 899年，下限1 990年底。

四、本志结构：前设概述、大事记，中设专业编，后有附录。

共6编1 6章3 3节约1 o万字。以志为主，图表辅之。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局史志办和县档案馆以及县局

现存档案，还有走访有关老干部、老工人所提供的少数口碑资料。

所列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邮电统计资料汇编》和县局历年统计报
—L．

表。

六、本志纪年、地名、政府、职务等名称均采用当时、当地的

历史习惯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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