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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设 备

第三节业 务

第四节会话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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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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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物资管理⋯⋯⋯⋯⋯一⋯⋯⋯⋯．．．．一⋯⋯⋯⋯⋯⋯⋯⋯一(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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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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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邮票史略⋯⋯～⋯⋯⋯⋯⋯⋯⋯⋯⋯⋯⋯⋯⋯⋯⋯⋯⋯一⋯⋯～⋯⋯⋯⋯⋯⋯⋯．(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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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蓬溪县政府布告⋯⋯一～⋯⋯⋯⋯⋯⋯一⋯⋯⋯⋯⋯一～一⋯⋯⋯⋯⋯⋯⋯⋯⋯⋯～(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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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 存⋯⋯⋯⋯⋯⋯⋯⋯⋯⋯⋯一⋯⋯⋯⋯⋯⋯⋯⋯⋯⋯⋯⋯⋯⋯⋯⋯(164)
一、中华邮政法⋯⋯⋯⋯⋯一⋯⋯⋯⋯⋯⋯⋯一⋯⋯⋯⋯⋯⋯⋯一⋯⋯⋯⋯⋯⋯⋯一⋯⋯⋯(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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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人民共和围邮电部关于损坏通信线路赔偿损失的规定⋯⋯⋯一⋯⋯一(169)
编后记⋯⋯⋯⋯⋯⋯⋯一⋯⋯⋯⋯⋯⋯⋯一～⋯⋯⋯⋯⋯⋯⋯⋯⋯⋯⋯⋯⋯⋯⋯⋯⋯⋯～⋯⋯⋯⋯⋯⋯⋯．(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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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地方志，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莲溪县邮电志》是在中斟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I：稳定、经济上振兴、文化上繁荣、百业兴旺、政通人和的盛世成书的。

它把莲溪县邮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如实记载。莲溪县邮电事业从建设至今，经历了一段艰苦曲

折昀过程。大清邮政初奠基础，中华邮电略具规模。进入人民邮电以后，经营业务从少到多，通信

能力由小到大，服务范同从单一到综合，网点没置从委办到自办．邮电设施从落后到先进，满足

了人民通信的需要。对促进莲溪地区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t亨社会主踅新方志，足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既无现成的经验，也无固定购模式，邮电部门

砸无志可鉴．本志的编写屉在县志编委指导F．，“大邮电职工的支持与协助，编写人员的勤劳耕

耘．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上限从1904

年起，F限至1985年止，以史实为依据．秉笔赢书。力求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炉，集新观

点、新资料、新方法于一体，横排竖写，熨古通今，内容丰富，体例完整。既有蒙受屈辱的经历，又

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既具地方的独特性，又有因情的普遍性。有应该吸取妁经验，也有可供借鉴

的教训，有老一代邮电职工自力更生，艰苦态斗昀真实写照．也有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变化和

发展。图文并茂，文风朴实，是我县第一郡“邮电资料全书”。为当代和后代研究本县邮电历史提

供了系统的资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I!lI建设服务。

知我邮电才能爱我邮电，爱我邮电才能兴我邮IH。望关心和热爱邮电事业的同志读一读这

本“邮屯家史”，可起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Jfj．也可能有“益于当今，惑及于后世”之效益；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望广大邮电职工能在此基础I：．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沿着改革开

放的航线，同心同德，协力作战，加快邮电建设的步伐!续游“莲溪县邮电志”的新篇章，从而实

现历史赋予我们的“承先启后，继往开米”的光荣使命。

【j．{予我们的理论、政策、文化、业务、写作水，Io有限，撰写巾遗误存所难免，请多方指导一

莲溪县邮电局局长庸作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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