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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九江邮电志》现已付梓问世。邮电志的

编纂在九江邮电史上尚属首次，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九江邮电志》是记载本部门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通过它

可以了解通信发展的脉络，为本部门提供资政借鉴。
盛世修志，鉴古明今，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发挥志书“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是有益当代和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解放以后，

人民邮电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邮

电通信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也是来

之不易的。我们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编写第一部九江邮电志是我局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了写

，，好这本书，参加编志的同志们历尽艰辛奔波于全国各地，查阅了大量

，的档案资料及实物资料，并走访、 了解、不断查证，一广征博采了200

余万字的资料。根据行业特点重点记叙了自清末以来的邮电通信发展

状况，如实地反映了九江市邮电局及各县局崭新的风貌，它对促进我

市邮电部门的“两个文明m建设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于邮电历史年代久远，加之十年浩劫，资料散失不全，错误遗

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

刘 强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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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九江邮电志》是全面记述九江邮电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

著述，上限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下限至199 2年。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横排纵述，事以类从。并采用序

述、记、志、图、表诸体，以志为主，并力求做到图文并茂。

(三)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历史习惯记法，并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改用公元纪年。

(四)建国前的资料来源，主要摘自江西省档案馆，及外省、市

档案馆、图书馆、党史办。建国后的资料大多取自本局档案室。

(五)本志在结构上未设篇，仅设章与节。全志分序言、大事记、

机构沿草、邮电通信、企业管理等共计八军二十二节。

(六)为了反映各县局的邮电历史，，《九江邮电志》把各县局邮

电通信发展状况一并编入志书之中。

(七)为表彰邮电楷模，本志记述了三位获省以上劳模称号者的
先进事迹。

(八)有关邮电资费，以当时币制为准；计量单位，1949年前按

市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公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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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 朝J月 刊
J ，

7 1 84 3年，九江设有“胡万春”、 “全泰盛”、 “全昌盛”等十余

家民信局分支机构。 ～

清光绪四年(1 878年)，清政府在九江设立“送信官局”。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江电报局成立。
7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架设自九江经赣州到厌岭的电报线，

九江进入全国通信网。
’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5月，九江‘电报局定为一等繁局。
同年10月，九江海关寄信局改为邮政局，为江西邮局开办之初．‘

。1894年九江首次发行商埠邮票共计九套三十六枚。

1909年8月，九江邮政局脱离海关，改为“九江邮政总局”．
1 9 11年，江西邮政管理局成立后，九江邮政总局为一篆局。

，

’

民 国

民国一年(19 l 2#-)，九江市设立长途电话，用于南昌、九江军

政通话。
‘

民国五年(1 9 16年)≥私人在四码头古楼兴办电话局。
， 民国六年(1 9 1 7#-)，九江电话局由交通部收归国有。

民国七年(1 9 18年)7月，修水至永修电报线路竣工，横跨武宁，
修水电报局经永修报局接转对外联系。

民国十五年(19 26年)1 o月2日，九江邮务工会成立。

民国十六年(1 9 27年)元月l 7目，九江邮电工人举行全局大罢
工。 ．

‘

是年，九江设立短波无线电台。

‘民国十七年(1 928年)，九江邮政局核定为江西省一等乙级邮局．



是年，成立九江海关电话局。
民国二十一年(1 932年)7月，九江至庐山、莲花洞开通长途电

话．同年，九江电报局在庐山设立支局。

民国二十四年(1 93 5年)l Oll，开通九江至星子报路。

是年，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在九江设立浔阳兵舰电台。
民国二十五年(1 936年)9月，都昌在县城设立电报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交通部电讯局拨发200门交换机，九江

市容量增至400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4日起试收瓷器包裹。

是年，九江至星子长途电话架空。

建 国 后、

． 1949年

，lOE，九江邮政分局成立。

同月．九江电信局成立，为一等局。

同月，九江电信局成立工会。

1950年

是年，九江邮政局成立工会。
一

是年，开办寄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包裹业务．

是年，开办报刊发行业务。

1951#-

6月1日，九江邮政分局和九江电信局合并成立九江市邮电局．
9 Yl，免费邮寄烈士遗物。
同月，开办工会业余学校，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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