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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这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发展。四化建设El

新月异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特克斯邮电志》的面世，这是特克斯蜒或、电信两局

的大事，也是我们两局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此，我谨袁素衷心的祝

贺! ’。。i

特克斯邮电事业从建立到今天，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酶历程，从最初的落后

状况发展到现在新技术的全面应用，它有力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邮电事业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改摹开旅的姆政策，

我们将一事无成! 。
毒。、

，这部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发展，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特克斯县邮电事业的发

展历程，全面如实的反映了几代邮魁职工辛勤劳动的丰硕业绩。今后，，雹必将为

邮电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资活、育≯峨存史”的独特作用。 ．．i。 ．

。《特克斯邮电志》一书是特聘周定明同志编撰的。几年来，罔震期同志克服

不熟悉业务等诸多困难，多方查阅资料、虚心向邮电职工请教，强避艰苦细致的

工作，数易共稿，今天终于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在此，谨向周定明恳志表示衷心

的感谢!也向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帮助《特克斯邮电志》鳊纂工作的同志们致

谢!特别是《伊犁邮电志》主编、本志编审王隆振同志对《特克斯邮电志》的编纂

自始至终精心指导，不厌其烦地数次审阅修改志稿，对重要史安进行订正、补充，

并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特向王隆振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修人员不熟悉邮电业务，经验不足加之有些资料无法查找，本书遣

漏、错误一定不少，肯请大家不吝指教，以待式出书时补正。

特克斯县邮政局局长

马木提

2002年3月18日



凡：’例

一、本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顶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原则，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

二、本志上限始自1936年建立邮政代办所，下限断至1998年10月。

三、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发展，按章、节、目、子目层次编写，力求做到横

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其余

均用记叙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五、本志之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时期在民国后用阿拉伯数字记年份，括号内

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地名，凡使用历史名称的，一律在括号内注今名。

七、为节省文字，本志使用了部分专用名词和约定俗成的名称，如“建国前”、

“建国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指中国共产党；“团”指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三区”指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区管局”指新疆堆香尔自治区

邮电管理局；”卅局”指伊犁哈j萨克自治州邮电局；“县局”即特克斯县邮电局。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取自本局档案及《新疆邮电统计资料汇编》；部分采自特

克斯县档案馆、伊犁耕蜀史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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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特克斯县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天山西部特昭盆地东段。，地理拉置：瘩经鸯l’

19”～82。37”，北纬42"22”--43‘25”。东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娥朝赫县交界，i南与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接壤，西与昭苏县毗邻，北临察布栽尔锡伯自治县和嬲县。
县城东西长109公里，南北宽116公里，面积8352平方公里；太部分悬撒区(，占

总面积的93．51％)。特克斯河经昭苏县入境由西向东横贯全境，沿褥两拳秀农

业区，水源充足，灌溉设施齐备，农业发达∞山区为牧区，优质草原占草漂西积的

80％以上。水草丰美、牧业兴旺。著名的喀拉峻草原、风光旖丽。 。、 一，

全县交通便利，伊昭公路经县城直达昭苏，乡乡村村公路畅通。县乡洞公路

全部柏油化。县治八卦城，是我国唯一按易经八卦图形建设的骞城矗i涤滂漪遒

环环相扣，环环相通，工整奇特。特克斯邮电局位于八卦城牛}心辩博衡尊拜路

口，8个支局所分布在6个乡场和2个驻县牧场。邮电服务入璐l甏焉余太毒

特克斯县汉代为乌孙故地，清时为四卫拉特游牧地。。清来至畏属韧焯属宁

远县(现伊宁县)，民国19年(1930年)从伊宁县析置巩留县嚣襄瓤留善≮一j民
国20年(1931’年)6月，从巩留县析置特克斯设治局，民国2_6笨q9钌j年≯升格为

县。 。
j．

民国25年(1936年)，在特克斯设治局所在地阔布《规弃赣鸟泽克乡阔布

村)设邮政代办所，从此揭开了特克斯邮电通信酶历史篇章a‘民国28年(1：939

年)5月26日，在伊犁行政长姚雄的倡导下由民众捐资架设的伊宁一特克斯一

昭：苏的电话线正式通话，特克斯设话务处，开办长途电话业务。，民屡29年(1940

年)11月新县城(／k卦城)建成，县邮政代办所、话务处迁至八卦城。

民国33年(1944年)10月，三区革命爆发。n月19日，革命武装占领特克

斯县，邮政代办所、话务处均解体，通信二度中断。

民国34。年(1945年)，伊犁三区革命临时现府另行组建通信机构。同年3

月，伊犁邮电局正式成立。随后，建立特克斯邮电局。邮电通信逐步恢复。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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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范围仅限于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特克斯县邮电通信设施简陋，业务清淡，发展缓慢。

当时，只有由伊宁至特克斯一条马班邮路，广大农牧区基本不通邮，与昭苏县共

用一条至伊犁的单线电话线，素质极差，且时常魅断。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3月，特克斯邮电局与三区政权

所所属邮电机构一起统归新疆省邮政、电信管理局领导。同年5月，新疆省邮

政、电信管理局根据当时特克斯人口稀少，业务清淡，收入甚微之情况，按当时全

国邮政、电信分设原则，撤销特克斯邮电局，改设邮政代办所和电信营业所。

1951年夏，特克斯邮政代办所升格为县邮政局0 1952年12月3日，县邮政局与

电信所合并成立特克斯邮电局。

特克斯邮电局于1952年成立至19鳃年，邮电机构设置同全国邮电企业一

样，几经变迭。1969年，邮电分设，撤销特克斯邮电局，分别成立县邮政局、县电

信局。1973年，邮政局与电信局合并，恢复特克斯县邮电局。1998年又分设为

县邮政局和县电信局。在领导体制上，邮电企业围绕是以上级邮电部门领导为

主还是以地方党政领导为主的原则，曾经两次下放又上收。1959年，县邮电局

由上级邮电部门领导为主改为以县政府领导为主，上级邮电部门领导为辅。同

时，公社邮电所也下放由公社领导为主。1962年，邮电管理体{台!}逐级生收j，。特克

斯邮电局恢复由伊犁州邮电局全面领导。1969年12月，县邮电局分设为县邮

政局和电信局，邮政局归县党政领导，电信局归县武装部领导。同时，县属各公

社邮电所也分为邮政和龟信两个机构。邮电企业分设后，由于实行多头领导，制

约了邮电全程全网的规划与发展a 1973年，全国邮、电机构合并。特克斯县邮

政局、电信局及县以下邮政、电信机构实行合并，成立特克斯县邮电局，恢复实行

邮电部门“条条”管理体制。 -一

特克斯县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自中华入民共和国成立后即跨入新的历史时

期。县邮电局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本着“T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宗旨，

首先开辟乡村、牧区邮路，增设服务机构，建设农村电话。至1958年，特克斯县

以下已建立邮电服务局所5处，乡村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达到354公里，基本实

现了队队通邮，架设农村电话线路213公里，基本实现了队队(大队)通电话，彻

底改变了农村牧区自古不通邮电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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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此酿成的十年动乱，使特克斯县邮电

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县局领导管理权被剥夺，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职

工群众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大派，原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破坏，正常的生产

秩序被打乱，通信质量下降，企业亏损加重。1966年，全局亏掼2．34万元，1976

年亏损增至5．77万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

策的贯彻，特克斯县邮电事业又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经过拨乱反正，企业整顿，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贯彻，迅速、准确、安

全、方便”的服务方针，企业经营也逐步由生产型伺生产经营性转虢。通过推行

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通信服务不断改进，企业面貌一新。

同时，州局下放部分管理权限，扩大县局喜尘权j增强企业内部活力‘，促进了生产

和建设的发展，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提高。。1990年，特克斯局邮电业

务总量比1978年增长近2：4倍，业务收入增长近6倍。

随着社会对邮电通信需求的不断增长，特克斯局原有的通信能力远远不能

满足社会的需要，通信供求矛盾十分实出。为进一步提高通信能力，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特克斯局在上级邮电部门和县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遵照中共中央书

记处和国务院关于对邮电工作的两个一六条指示”精神，在通信建设上贯彻“国

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和“统筹规划、条块结合，联合建设”的方针，通过国

家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和社会集资等多方面筹集建设资金，引进先进技术

设备，通信建设步伐大大加快，用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

1992年，市内电话甩掉“摇把子”，实现了自动化。1993年，长途电话进入全

国直拨网。1640平方米的邮电综合大楼建成投入使用。1994年11月，县城电

话再次更新换代，淘汰机电式自动电话，开通数字程控电话。1995年，开办无线

寻呼业务。巩留一特克斯一昭苏光缆传输线路建成后，特克斯增加光缆传输电

路1050路。同时加紧对农村电话网的更新改造。1995年，78团场和军马场开

通程控电话。随后，乔拉克铁热克、喀拉达拉、喀拉托海三个乡以及喀拉达拉牧

场的电话也先后实现了程控交换。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2076门，农村用户

957户，其中私人住宅电话788部。

1998年开通900兆移动电话。市话交换机容量达到6112门，市话用户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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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户。

邮政通信的新技术、新设备不斯增加。；微机的应用使邮政内部操作逐步实现

机械化和自动化，工作效率大太提高、。县局营业厅已实现电子化。

‘在努力办好传统业务的同时，也不断开办新业务，拓宽服务领域。如先后开

办邮政储蓄、邮政快件、特快专递、电子信函、礼仪电报、无线寻呼、移动电话等

等。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1998年，邮电业务收入达到463．1万元，比

1978年增长60倍。

在以通信为中心加强物质文明i建设的同时，特克斯局也十分注重精神文明

建设。县局长舰坚持开展“树邮电新风，创优质服务”活动，制定和完善各项服务

标准，加强对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通信质量，在全县人民心

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1995年，获特克斯县“精神文明”单位称号，1997年

获伊犁地区“精神文明”单位称号。

1998年，中央决定进行邮电体制改革，邮政电信实行分营。同年10月6日，

撤销特克斯县邮电局，分别成立特克斯县邮政局和特克斯县电信局。

回顾历史，特克斯嘏电通信事业从无列有，从落后到先进，从原始简陋的通

信手段发展到今天现代化通镑莓杰鲤f翥妻强!鸶譬煮瑟螂熙烈磐毒艰
辛，更为今日的辉煌而自豪!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旦相信持赢斯郫如电信两局
将继续依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遵循市场规律，根据自身的

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加强领导，改进管理，进一步加快通信建设，提高通信质量及

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全县各族人民，为特克斯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做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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