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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年7月部分职工留影于南什字县邮电局门前(1955．7 1982．8局址)

苏联邮电顾问莫洛佐夫来临潼考察留影



临潼县邮电局文艺队1964年3月及1965年

6月参加县级机关与省、市邮电职工文艺会演获奖剧照

1大跃进中五姐妹

2秦腔剧“寻亲记”

3话剧“三月三”

4各行各业学先进

5眉户剧“电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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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成员训论邮电志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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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潼县第一部邮电通信专业志，己审批定榀

值此临潼设邮九十周年(1904．1．1 2—1994．1．12

之际，谨将此志付印出版．以资纪念。

《临潼县邮电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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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专。

盛世修志，鉴古明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国家重视编修新的地方志工作。1983年临潼县志办公室，要求县

邮电局编写邮电专业志，由于各种原因，迟至1 986年初方开始进行，经过

李绪成、任德孚两位老同志，十个月认真紧张的采集资料，抢时编写，向县

志办提供了六万余字的“《临潼县邮电志》初稿’’的邮电资料，惜当时未能讨

论修改成书，搁置数年。故于1991年重新组织班子编纂，现在的这部《临潼

县邮电志》，是在对原“初稿"资料进一步查证核实补充的基础上，重新编纂
续写的。

现编《临潼县邮电志》，是临潼邮电史上第一部邮电通信专业志。它详

细记述了烽火通信与邮驿通信在临潼的始末，突出了地方特色。以略古详

今的笔墨，记述了临潼邮政八十七年的过去和现状，及电信在临潼五十七

个春秋的今昔，往事今情，跃然纸上历历在目。

现编《邮电志》，对资料认真筛选反复考究，务使翔实准确。此次从罕见

的光绪三十年海关所印的《新关题名录》中，查明了临潼在光绪二十九年即
公元1 904年初，已开设了邮寄代办所，较原来《续修陕西通志稿·56卷》

所载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设邮，提前了两年多，并纠正了《续修陕西通

志稿》的谬误。对烽火台遗址问题，在1986年夏，走访了著名历史考古学家

武伯伦先生，对古代邮驿驿站在临潼境内的设置情况，查阅了大量的书刊

史料，进行了调查考核。

《邮电志》依据志书横排纵写的体例要求，横排门类齐全，寻根溯源纵

写史实，记述了本县各个历史时期，邮电各方面的全貌，诸如机构设撤，职

工增减，领导更迭，人员奖惩，局址变迁，邮政、电信网路建设的发展，机器

设备的配备，邮运工具的演变，各种邮电业务的沿革，业务量多少，资费变

更，收支情况，及八十多年来邮电发生的大事、特事、要事，都作了翔实系统

的记载，可说是临潼邮电无所不包的“百科大全”。

纵观全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为志书旨在“以事醒人”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付出代价的教训，都将为现在和今

后邮电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先进人员名单载入《邮电志》史册和系以犯

罪案件．，必将起到“扬善惩恶”，有利发扬革命传统，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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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深入开展。《邮电志》搜集大量完整的业务、财务数字情况，为实现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提供了历史资料和‘依据。

《临潼县邮电志》的问世，将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重要作用，是有

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我们在讨论庆幸《邮电志》诞生的同时，应以古为

鉴，做到古为今用，吸取经验教训阔步前进，加快邮电现代化建设步伐，为

续写临潼邮电更加壮丽的新篇章，展才华献智慧，尽心竭力，做出新成绩，

作出新贡献。

2

惠心和

1992年11月21日



凡 例

一、《临潼县邮电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唯物

主义的第一部临潼邮电通信专业志。

二、本志采用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临潼邮电通信的发展变

化和现状。上限起自邮电事业的发端与邮驿通信的始末，下限断至1990年

底。(大事记补续至1993年底)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三个方面：

1．从陕西省档案馆、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志编篡室、临潼县档案‘

馆，县志办及本局档案室所查的有关史料及邮电史籍书刊资料。

2．本局各股室提供的近期资料及走访老职工、外界知情人。

3．在临潼局工作三十多年的任德孚日常积累的资料。

四、全志分概述、大事记、烽燧邮驿、机构沿革、邮政通信、电信通信、邮

电资费、企业管理、党支部工会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附录共十部分约22．．

3万字。

五、本志结构设章、节、目三个层次，部分章节因内容繁多，为醒目清

楚，目下也按种类或性质分列若干小标题。

六、本志采用记述、图、表、录、照片等方式表述，以记述为主，表录为

辅，图照为补，随文附以图、表。记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流畅。为节约文字，曾使用少量浅明的文言文词句成语。

七、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记入大事记中，“文化大革命”中邮

电业务所受影响，在相关业务中记述。

八、本志对人物的记述，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对获省局授予先进称号的

干部职工，在第八章“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一节里荣列名单，对严重违法

犯罪人员，在大事记中以时系事系人，以资“彰善禅恶’’。 氓
九、本志所述“建国前’’，系指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

前。“建国后"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省局”、“省管

局’’是指陕西省邮电管理局。

十、本志运用史志结合的手法，有些章节在记述临潼邮电的同时，对全

国全省情况或共性的东西，作了必要简叙，目的在使一般邮电职工明了邮

电历史、业务系统知识，又了解临潼邮电的时代背景，但这样的写法似乎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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