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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天全县邮电志》，上限年代一九一一年，下限年代一九八五年。为使衔接得

体，源流清楚，在沿革记述上有所突破。对邮电通信的起源和发展演变，在概述中作了较

详细的记载，供参考。

二、本志书资料，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雅安地区档案馆、甘孜藏族自治州档案馆、

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区图书馆、天全县档案馆、四川省邮电管理局现存资料、天全县邮电

局现存档案、文书、统计报表资料和访老工人提供的H碑。经过核实，选用了具有现实意

义、专业特点和地方气息的内容。力尽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思想性、资料性、

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书以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史志结合，按专业系统归入章、节的方法编

写，不立篇，做到借古明今，古今对比，更好的起到爱祖国、爱家乡教材作用。并附有必

要的图、表、照片。

四、本志书记叙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中称建国后)，、天全县邮电事业

的发展、演变。

五、本志书涉及到的计费J一律以当时计费为准。

六、本志书的计量单位，一律为公制。

七、本志书历史纪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律按历史习惯用法，并在括

弧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编写。

八、本志书转录历史档案中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均注明原杂志、报纸名称和出版年

代。

九、地名一律用当时的地名名称。

十、本志书经审定为十一章。

编 者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



遘

通信史，和人类发展史同时开始。自从人类进入氏族社会，有了集体活动，彼此交往就

有了通达信息的活动。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灿烂的文化历史，对人类进步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我国古代邮政通信的兴起，在世界通信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祖先，

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就采用结绳、声响、火光及以物示意等方式传递信息。比世界置

邮最古的雅惠利恩人、波斯人、亚拉伯人和埃及人还早几个世纪。在我国西安市东郊半坡

村，发掘出一个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遗址。出土大量石制生产用具和陶制生活用具。距今

六千多年以前的半坡人巳进入新石器时代。公社遗址有很多圆形小屋和一个方形大屋。围

绕居住区有深宽各约五、六公尺的大围墙。专家推断：有相互通知共聚议事和共同防敌御

兽的通信活动。我国是世界上邮驿通信发展最早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邮驿通信始自殷

商。甲骨文载：商时军事将帅、部下都没有’“千里眼”、 “顺风耳”。边境每遇有敌情，

守将即派戍卒击鼓传声向天子报警。周代用烽火与击鼓作为通信手段。 “烽可遥见，鼓可

遥闻”的声光通信。春秋战国时期，除用声光通信外，还置有专用车、马。叫驷、传、遽。公

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驰道， “车同轨，书同文”。颁布了“秦邮法"，规

定邮熹要有专人专马。 “待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还以京城咸阳为中心，修筑了通

向四面八方的驿道。广设邮舍，遍及全国，通信网络日趋发展。汉承秦制，扩大驿道。开

辟了东、南、西、北四条主干邮驿大道。建立了严密的军事通信组织，特别是北至长城数

千里的戍边通信。以京城长安为起点，还开辟了四川、云南和东北的邮驿大道。在道上设

立了“三十里～驿，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二里半的邮驿通信。汉朝还开拓了

通往西域安息国(中亚细亚波斯地方即今伊朗)和大泰国(欧州罗马帝国)的国际邮路。

在世界邮史上颇为著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我国邮驿史上成就

很大的一个朝代。公元六一八年至公元九O七年的唐朝，中国邮驿盛极一时，还开辞了海

邮，(邮驿分为陆驿、水驿及水陆兼办三种)。全国设驿馆一千六百三十九处。建立了以

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通信网。有驿员五万余人。公元九六。年，宋朝建立了

办理紧急公文的“急递铺"递送公文必须凭符牌。按文书的急缓程度，分为三种：以“金

字牌”为最急，由皇帝御前发下。铺兵腰扎皮带，带上系铃，手举。金字牌?，夜持火把

兼程前进。每逢窄路或接近下铺时，振铃为号，令行人避让，或叫下铺迎接。接力传递，

限昼夜飞驰五百里，‘直到终点。秦桧害岳飞就是用十二道金牌，将岳飞从抗金前缘召回害

之。无时邮驿，蒙语为“站赤’’。规模很大，有“站赤”和“急递铺”两种： 。站赤”一

千五百多处， 盔急递铺”上万处。全国大小都市及驿道上遍设驿站。不仅在交通要道上设

驿站，在无人居住区也设驿站。以解决来往人员食宿。驿站分为陆站、水站，在远东地区

一2～



还设有狗站，每年冬季，用狗拖雪橇，运送公文和人员。驿道两旁植树，便于遥望，陡

致失路。有驿员十多万人，驿马三十多万匹。元朝邮驿较发达。明代沿袭旧制。明成祖永

乐元年，(公元1 4 O 3年)，在浙江宁波兴办第一家民信局。继后逐渐发展。公元一八

二一年5三--)k七四年，是我国民信局发展最盛时期。据统计全国大小民信局最多时有几千

家。四川叫“麻乡约”。清初承袭历代邮制。晚清政治腐败，外犯频临。帝国主义势力大

破中国大门，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邮驿废驰。英、法、美、德、俄、Et等

列强，各自在我国设邮。称“客邮”。公元-：／L五一年一月十一FI，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

发动起义，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公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占南京，改称

天京定都。兴办天国邮政通信，二十里设～书信馆。 “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

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常事变力。太平天国在中央设“疏附衙”通信领导机关。由朝廷

内疏附官主持全国通信工作。正疏附衙设在天京汉西门外，以聂光先主管，张万顺副之。

还设有军中疏附宫，在军事通信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京城天京到各地每隔三十五

里设一疏附衙，每衙由一名它员和二十至三十名士兵驻守，专门负责通信事宜。各衙还建

立了来文、去文底簿，收、发公文进行登记，并定期进行核对。公文Ⅲ信函都附有递送路

程单，注明公文所经过的路线和到达终点。由各衙标上收、转日期和时亥l。同治12I五年(公

元l 8 6 6年)，四川綦江人陈洪义，在重庆开办“麻乡约"总局。继后在成都、乐昌、

泸州、康定等地开设分局。(全名称是‘‘麻乡约大邦信轿行”)。光绪二十二年(公元l

8 9 6年)，清政府成立由英国人赫德霸持的“犬清邮政”。公元一九OO年，成立“邮传

部"，中国邮政大权移法国人帛黎籁持。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爆发辛亥革命后，建立“中

华民国"。改“大清邮政”为“中华邮政"。民国元年七月(公元1 9 l 2年)，明令规

定驿站全部撤销，所有文书信函交邮局寄发。邮政大权仍由法人帛黎霸持。公元一九一五

年五月，帛黎因病回国，又由法国人铁士兰接替帛黎邮政总办职务。直到民国十六年(公

元1 9 2 7年)，革命军挥戈北伐，收回租界，撤销北京邮政总局，成立南京邮政总局。

由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政治腐败，科技落后，技术设备仍然依赖外国，邮电通信事

业得不到发展。全国设有一个邮政总局，隶属交通部。各省设有邮政管理局，各县、市设

邮政局。邮政员工约三万人左右，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只有代办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广大邮电职工成了通信事业的主人。他们在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挥

主观能动性，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扩大业务范围，更新器材设备，邮路、电路遍布全国，

人民邮电事业，在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日益发挥其巨大作用。

我国现代电信事业的兴起较晚。清朝光绪五年(公元1 8 7 9年)李鸿章。互天津至大

沽试设军用电线成功后，奏准清廷，架设由天津沿运河至上海的南北洋电线，光绪七年

(公元1 8 8 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架成，并开始收发商电。一九Oo年南写。：屯报局开办

市内电话，民国十六年(公元l 9 2 7年)以后发展尤快。长途电话也随之发腰。，到民国

二十九年九省(市)长途有线通信网建成。一九。五年开始试办军用无线电报。民国十六

年正式开放商用无线电报。同年张作霖在沈阳设大功率无线电台，开始与法、德等国通国

际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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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信主权，与邮权同样深受帝国主义帝侵夺。从清同治十年(公元1 8 7 1年)

丹商大北电报公司在我国架设从香港至上海全长九百五十海里海底电线，并在上海设电报

局，同年英商大东电报公司成立，之后，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

侵入我国，在我领土、领海架设电线，设立电信公司。光绪七年(公元l 8 8 1年)长途

有线报话线路从湖北宜昌延伸到奉节，经万县达重庆，并相继在万县、奉节、重庆设电报

局。从此开始了四川的长途电报、电话通讯。

光绪二十年(公元1 8 9 4年)架设由成都经雅安到打箭炉(康定)电线，在雅安、

打箭炉设电报局。该线横穿天全县全境。四川到西康和藏族地区的有线电报、电话从此兴

起。
’

公元一九二。年，四川、西康的乡村电话开始兴起。

天全一隅，据古书和“天全州志"记载，从驿递制度演变到现代邮电，经历了二干三

百多年的漫长岁为。明永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年)三月初六日，设太平驿。钦颁太平

驿印信勘合道。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 9 O 2年)撤铺递设邮政，成立邮政代办所。民国

元年(公元l 9 l 2年)撤驿递。民国十年(公元I 9 2 1年)三月十六日撤代办所成立

三等乙级邮局。民国二十年(公元l 9 3 1年)一月一日定为三等甲级邮局。到民国三十八

年(公元1 9 4 9年)邮局共有员工十六人，信柜四处，邮票代售处三处，邮政代办所四处。

“中华邮政"时期，天全邮局担负着成康干线邮路雅安到泸定段的邮运任务。当时没

有邮运工具，天全邮局为加快邮件传递速度，在交通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常雇请临时邮

差，实行邮运班期，昼夜兼程负运邮件，邮差日夜跋涉在群山峻岭，干辛万苦，时遭洪流

阻断，时遇土匪抢劫，冒着生命危险，维持邮运畅通，以忠诚的服务，换取低微待遇维持

基本生活。

本县设邮初期，业务少，年有赔累。以后业务逐渐发展，略有盈余。一九三。年以后

开始出现亏损，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亏累逐渐加据。战后更甚。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

经济崩溃，通货膨涨，货币贬值，邮政资费虽调整频繁，也难挽救一落干丈的邮政经济。

邮政职工生活艰难，朝不保夕。

民国十六年县长张骏创办电务学校，开始建设天全乡村电话，到一九四九年虽经历了

几十年惨淡经营，除一部电话机尚属完好外，整个乡村电话网络支离破碎，不能通话。

民国十七年设天全电报支局，芦1』』、宝兴设军事报房(当时宝兴属天全县)，开创了

天全县也报通信历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南相继解放。一九五。年天全县人

民政府成立，接管邮政局、电信代办处和乡村电话管理所。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为贯

彻“邮电合一"方针，邮政局、电信营业处合并成立“邮电部天全邮电局"。一九五三年

十月一日乡村电话并入邮电局。一九六九年奉令撤销邮电局，分别成立天全县邮政局和

天全县电信局。一九七三年，邮政局、电信局合并恢复天全县邮电局。到一九八五年天全

县邮电局上属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和雅安地区邮电局，同时受中共天全县委、县政府领导。

下辖邮电支局三处、邮电所二处、邮政所一处、邮票代售处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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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 。中华邮政"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破烂摊子，无一间局房和一件邮运工具，

更无任何通信设备。乡村电话机线设备残破不堪，又遭土匪破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邮电局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始了天全县“人民邮电"事业的建设。三

十六年来经过恢复、整顿和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天全县的邮电通信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一九八五年，巳拥有为邮电通信使用的固定资产总值五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余元、

农村电话使用的固定资产总值三十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余元；完成通信业务总量二十万零

五千五百六十余元，函件出V-I量达三十五万零六百九十六元，电报去报一万三千六百六十

份；长话去话三万一千八百二十七张；报刊流转额一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六元；上缴收支

差额三万五千二百八十元；(其中：邮电通信副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元九角六分，农机电

话五万六干九百六十三元三角八分)。邮电职工共计八十八人’通信生产用房六百六十平

方米；职工宿舍一千余平方米。邮政运输巳由人工背负发展为汽车运输和自行车，摩拖车

投递。长途电话发展为多路载波有线通信和高频无线通信。电报由人工诺传发展为电传打

字电报。市话用户发展到二百一十八户。农村电话全部按部、省制定标准改建为双线，并

使用水泥电杆代替木电杆。交换点之间增设了多路载波电话中继电路，建成了四通八达的

农村电话网。通信水平和设备状况较建国初期大大改善。全县有逐日班自行车邮路三条、

自编农村投递路线七条、委办农村投递路线三十七条。社下投递员二十一人。全县四个

区、二十三个乡均通邮、通电话。建成了有比较先进设备的邮电通信网络。

建国后，邮电资费自一九五O年以后，有过几次调整改革，但总的趋于下降，如一封

平信邮资，从一九五。年起按每重二十克，以大米十二两(十六定位称制)价格核定，合

人民币捌分，至今未变。电报资费：原每字收费三分，不敷成本，长期严重亏损。一九八

三年十二月一日经国务院批准才调为柒分。国内邮电资费长期稳定不变，且有所下降，其

主要原因与建国三十六年来，物价长期基本稳定分不开。

企业管理方面：建国三十六年来积累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其发展

经过三个阶段：五十年代强调学习苏联邮电管理经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八年，强调

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试办工厂，自制设备，学习“大庆，，经验。一九七九年后，在企业

中讲求经济效益，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面整顿企业，以加强企业劳动管理、业务管理、

技术管理、计划管理和财务管理，到一九八四年建成合格企业时，各项生产工作的质量监

督检查制度、交接验收制度、个人岗位责任制度、、安全保密制度、指挥调度、考勤考核制
度等都比较完善。邮电职工多次进行升级调资．职工子女就业人数不断增多。老职工退休

受到关怀照顾。恢复了奖金制度等。每个职工实际收入增多，物价虽有调整，生活水平仍

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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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杞

公元一四一三年(明永乐十一年)

三月初六日，天全设置太平驿钦颁太平驿印信勘合一道。

公元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

天全额设铺递因：在城底铺，东十里至碓臼溪铺，十五里至始阳铺，东二十里至多功

铺。设铺司兵共八名，每名岁支工食银六两，共四十八两
、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十一月七日，撤铺递硬邮政，开办邮政代办所，代办人罗锦荣，办理一般平常邮件事

务。

一九一一年(清光绪三年)

十月十目，国民革命党领导新军，攻下武昌总督府，占领武昌全城，两天内又占领汉

口、汉阳。武昌起义成功。称辛亥革命。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一月一日，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

的封建统治。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始阳镇设邮政代办所

一九=一年(民国十年)

三月十六日，天全县邮政代办所升格为三等乙级邮政局。

一九二五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九岁。(公元一八六六

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二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驻军团长兼县长张骏(张亦名)创办天全县电务学校，在县政府内装五门磁石交换机

一部，始建天全乡村电话。

一九--Jk年(民国十七年)

在建设乡村电话的同时，驻军团长张亦若委盛仲明负责筹办天全县电报支局。民国三

十二年改为电信营业处。民国三十六年改为三等一级电信局。民国三十七年改为商办。

一九三一年(民圉二十年)

一月一日，天全县三等乙级邮政局升为三等甲级邮政局。

一九三五年(民罾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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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到康定邮路，由每月班改为逐日昼夜兼程班。

六月七日，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毛主席率领中INT_农红军一方面军，(即

中央红军)进入天全县城。六月七日拂晓，罗炳辉、何长工指挥红军两个加强营和～个特

务连，击溃』n军杨森部的杨杰生旅。从天全河南岸的沙坝村搭浮桥过河入城。红军在天全

县城整休一天。毛主席居住酱园铺“上品轩”旁边陈德华宅。次日向十八道水方向前进。

途经老场、铜头场、芦山、灵关、穆坪越夹金山北上。

六月十四日，中华民国主法院通过中华邮政“邮政法”。

十一月十日，红四方面军飞夺沪定桥南下，由沪定岚安入天全境。在师长王近山指挥

下，与川军激战于县城以西的紫石关及城郊大岗山、禁门关一带，击溃川军刘湘模范师郭

勋棋、袁铺等部。夺城南浮桥入城。红军在天全县境驻守三个月。并在天全县六个区：(

城厢、始阳、永兴、新场、灵关、太平)，二十七个乡，一百二十个村，建立了县、区、

乡、村苏维埃政权。领导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一九三六年初离境北上。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三月一日设立新场邮政信柜。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由信柜升为邮政代办所，三

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裁撤。四月十二日恢复甲种信柜。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一月一日，开办灵关邮政代办所。民国三十年五月划芦山管辖。

元月一日，经过十二年多的筹划，西康正式建立行省。辖宁属(西昌)、雅属(雅

州)、康属(康定)、及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共计四十六个县，两个设治局。人口三

百多万。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省会设康定。

七月十六日，两路口设邮政代办所。

一九四。年(民国二十九年)

九月一日，思经坝、紫石关设邮政代办所。紫石关代办所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一日降

为乙种信柜。思经坝邮政代办所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撤裁，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恢

复为甲种信柜。，

一九四一年(民邑三十年)

十月一日，太平场设邮政代办所。

一九四三年(民国兰十二年)

四月一日，双河场设邮政代办所。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西康省电话管理处，在康定正式成立。

省府命贺继镛任处长。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七月八日，小仁烟设乙种信柜。

一九四七年(民置三十六年)

十二月一日，老场乙种信柜移天全邮局管辖。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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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小仁烟乙种信柜升为邮政代办所。

二月十五日，成立两路口自办邮亭。

二月十五日，成立永兴信柜。

十一月一日，成立烂池子信柜。

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二月九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四川彭县宣布正式通电起义，西康省政府同时宣布

起义，天全县政府奉电令赓即宣布起义。

一九五。年

二月八日，(一九四九年腊月一十=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天全县。各界人士热烈迎

接解放军入城，接管天全县旧政府，宣告天全县人民政府成立。

二月十六日，天全县商办电信营业处由邮政局兼办。
1。

二月二十一日，奉邮政总局西南区分局人字第二十九号通令，对旧中华邮政人员的等

级称谓“长”、 “差刀等一律改称为员。 。信差”改称为邮递员； “邮差“、 “力夫”改

称为邮运员； “听差力改称邮助员； “邮务长，，、“副邮务长"改称一等邮务员， “高圾邮

务员”改称二等邮务员， “邮务员”改称为三等邮务员： “邮务佐"改称为四等邮务员。

三月十五日，西Jllllill政管理局通令，重申一九四九年全国邮政会议决议“将报刊发行

工作定为邮局专营业务之一，与信函业务同等重要"。

十一月二十四日，邮电部决定取消信柜。

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开放天全至雅安、芦定、邛崃、夹江、蛾眉、康定、成都、乐

山、新津、眉山、五通桥等十一地、市长途电话q

一九五一年

四月十六日，邮政局、电信营业处正式合并成立“邮电部天全邮电局”。

五月二十五t7I，川西邮电管理局批准天全邮电局与人民保险公司天全代理处签定邮包

平常保险合同。

十月十一日，西川邮政管理局通令嘉奖天全邮电局，天一一雅、天一一两段邮运员高

昌华、罗通富、罗会华、傅学文等四人在雨季来临，山洪暴发，岩崩路垮，绕道不能的情

况下，为完成邮运任务，抢过垮方处被岩石撞伤的忘我精神。
。 一九五=年

七月一日，西康省邮电管理局在雅安成立，并代管昌都地区邮电工作。

九月一日，东川、邮电管理局合并，在成都成立“四川省邮电管理局"。

九月二日，临时邮运员罗会江，解放后，入邮电局前，因贩运鸦片烟一千两以上，在

县矗肃毒运动"大会上，被逮捕法办。

年内，天全县邮电工会成立，杨昆志担任组织员。

十二月十二日，西康省邮电管理局通知：根据邮电部决定，凡订销局收订明年一月起

～8一



订报刊，无论长期、短期一律按百分之二十坐扣发行费。

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康省邮电管理局为解决雅安一康定沿线各局邮件运输问题，与雅

安汽车联运公司签订“定期、不定期客货车带运沿线各局来往邮件"合约协议书。

一九五三年

一月一日起，报刊实行计划发行预定预收制度。

六月一日，停办征讯业务。

八月八日，邮电部核准开办雅安至康定及康定至甘孜自办汽车邮路。西康邮电管理局

遂于十月一日起先行开办雅安至康定五日班自备汽车邮路，每逢一、六日雅安、康定两局

对开邮车一辆。不逢班期各局之信报仍交汽车联运公司带运。

十月一日，接管地方电信，实行县及县以上部份并入国营邮电通信，县以下部份代地

方政府管理。

一九五四年

八月一日，奉西康省邮电管理局指示，成立以朱国锦为组长的三人工作组，对全县私

商成份的邮政代办所进行整顿，撤换了私商代办人，查处了有贪污违法行为的代办人，调

整了乡邮路线，贯彻和建立了农村邮政代办所工作制度。

秋，设乡村邮政指导员。

一九五五年

三月一日，发行新人民币，各项邮电资费，从三月一日起按法定折合率折合新币计算

(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四月，奉令继续整顿邮政代办所和乡邮工作。

七月十三日，大雨造成公路塌方，邮运被阻，经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六日一个月，出

动架车二十六架次，民工五十人奋力抢运，被阻邮件陆续全部安全运出。

十月一日，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同时西康省邮电管理局撤销并入四川省邮电管理

局。

一九五六年

一月一日，市内电话正式开放营业。二区始阳、三区永兴、四区新场的农村电话同时

开放营业。

一九五七年

五月十五日，邮电部决定取销报刊发行限额。

七月一日，接办机要通信业务

七月十九日，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四川省交通厅签订四川省公路汽车带运邮件合约，

四川省境内凡开有客运班车的路线上，设有车站(包括售票处)的地点，均带运邮件，邮

电局付给报酬。 ，

九月一日起，国内军事邮件寄递工作移交各级邮政机构办理。

十月，与始阳、新场两个区所辖乡签定合同，建立亦工亦农社下投递员。

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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