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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在我们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阜宁县邮电志》编纂

出版了，这是阜宁历史上第一部邮电志，她的面世，是阜宁
t 县邮电通信史上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_’， 。； 、．一

。 阜宁通信事业历史悠久，最早可溯源至明万历十一年

；(1583)专司传送官方文书的急递铺。20世纪初，西方资本
{ 主义入侵，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阜宁城开始设立邮寄代

-．，办所，同时承办官府与民间的通信传递事宜，到本世纪20

年代，阜宁的电报、电话逐步发展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阜 。‘

宁邮电事业受到严重破坏。1942年抗日民主政府在阜宁建’
“

立盐阜区交通总局和阜宁县交通局，乡村设地下交通站，主

要为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军队传送文书情报，民邮基本停
。

止。解放战争期间，人民政府在益林开办了多路邮政快班 ：

船，从而恢复了民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 ；

。 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从此人民邮电事‘

业迅速发展起来。，‘·“．． 一 t一
，+

。

，

《阜宁县邮电志》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阜宁邮电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电话是一个地

区通信水平的象征。1949年底县城市内电话只有2部，

1956年起农村电话大发展，“大跃进"时期达946部，后在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又大大削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强劲春

风，我县邮电通信大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技术进步力求高 ，

起点，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完成了我县人工网向自动网的过 r’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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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实现了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1992年1月，在县

城首先淘汰了落后的准电子电话交换机，采用了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S一1240 40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继后又把着

眼点放在农村，使农村23个乡镇到1995年底全部实现交

换程控化，电话号码由六位升至七位。我县通信网的规模不

*仅有了量的增加，而且有了质的飞跃，实现了通信能力大跨

越。到1997年12月底，市话交换机容量达到了20480门，

农话交换机容量34400余门．，全县交换机总容量突破

54900门。交换机容量的增加折射出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

对电话的需求，电话机部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1992

年底，农、市话机4431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0．48部。到

1997年12月底，农、市话机累计34000部，市话普及率每

百人23．4部，全县电话普及率每百人3．06部，全县664个

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电话一拨通世界，银线连接千万

家。通信传输由前期明线改用电缆，1992年开通微波电路，

1996年县至乡镇开通了先进的光纤传输。5997年初，全县

。又实现了SDH光纤环路网，并开通了DDN网和长途七号

信令网。信号传送速度快，容量大，同时相继对无线寻呼网、

移动通信网频点基站进行完善、增加。对23个局所的生产

用房进行了改建或重建，生产条件明显改善。传输安全可

靠，畅通无阻。通信手段日新月异，业务种类丰富多采，邮政

业务除了传统的函件、包裹、汇兑、报刊、集邮外，又开办了

邮政储蓄、特快专递、贺年有奖明信片：广告信函、邮购、速

递鲜花、音像制品等新业务，邮储实现全县城乡电脑联网全

储种通存通兑。‘电信业务除了电话、电报外，开办了移动通



信、无线寻呼、计算机互联，传真存储转发，分组交换、电子 一
’

信箱、电子数据交换、电话300业务等。1997年邮电业务总

。量达到5558．9万元，收入’5400．5万元，比1995年增加1

倍。1996年、1997年用于通信建设固定资产投入1．01亿

元，累计固定资产原值达1．7亿元，比1995年增加了近2

倍。蓬勃发展的邮电通信，使城乡人民群众感到采集信息的

便捷，推动了我县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 ：‘
÷4

‘

如．j阜宁邮电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干、 。

部职工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多年来，邮电局党委在抓好物

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展创建文明
7

单位、文明局所、文明班组、文明职工等系列活动，加强职工

教育，提高队伍素质。局容局貌焕然一新，邮电服务热情周

到，安全方便。“团结拼搏，乐于奉献、自加压力、争创一流"

的企业精神得到了有效发挥。在1981年至1995年全市九 ，

届技术业务表演赛中，阜宁邮电局五次获得冠军。工会多次

被省、市总工会授予“模范职工之家”称号。从1987年起，阜

宁邮电局多次被省、市邮电局和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

单位"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二+：。、 ．v-

‘

《阜宁县邮电志》能传之于世，浸透了编撰者的大量心 ，

血和汗水。从1983年起，我局根据省、市邮电局的部署，组

织人员进行《阜宁县邮电志》的编纂工作，广泛搜集资料，内

查外调，于1990年完成了《党的交通史》打印稿。此稿着重

记述了革命战争年代邮电通信事业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历

程。1991年加快了邮电志的编写进程，从材料搜集整理，到

写成初稿，用了六年时间，经省、市邮电局审阅反复斟酌，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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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稿，完成了这部邮电志。’全书共分8章31节，约25万

字，详细地记述了阜宁邮电事业的发展过程，资料翔实。《阜

宁县邮电志》的出版，对了解阜宁邮电发展史提供了一部翔

实可信的资料，也是阜宁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

1当前，全县人民正在贯彻落实县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

五年再建一个新阜宁顽强拼搏。邮电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

行官，阜宁邮电正以满腔的热情为建设新阜宁发挥重要作

用。展望未来，阜宁邮电任重道远。到2000年前，将在县城

建成5573平方米的邮政枢纽大楼，建成20000平方米的电

信综合大楼；城乡电话交换机容量也将达到10万门，电话

普及率达每百人6．83部，建成第二个光纤环路网和第二市

话分局。移动电话在建成7个基站的基础上，再建16个基

站，使全县14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移动电话与无线寻呼

全面覆盖无盲区。农话在目前全县村村通电话的基础上，到

1998年要将电话普及全县各自然村，县城市话户线工程到

户率达到百分之百；在新世纪初，我们将在今天通信网的基

础上，再叠加生成出许多更加先进的商用网、智能网、数据

网、计算机网，向多层次、多样化服务功能拓展，跨越信息网

的更高层次，从而使我县现代化通信网络日臻完善。。
， 我们深信，阜宁邮电通信的明天会更加美好I，

二
。

一：
。

，。。
：

·‘

一· n

，一． 。中共阜宁县邮电局委员会书记j址奇工 ，

'．|一 阜宁县邮电局局长小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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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上限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下限1995年，

个别史实延至1996年。， ．一

二、本志主要记述县内邮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类

系事，略古详今，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邮电通

信事业发展概况。正文前有题字、照片、序言、凡例，正文分
5 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邮政、电信、支撑系统、企业管理、“

‘， 职工福利、党群组织、人物等8章31节，志尾附后记等，全

； 志共约24万字。。
’

：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按事物发生的

时序排列记述，志书中的公元年、月、日和统计数字，均用阿

拉伯数字记述。
， 四、本志所涉地名，凡历史地名与现地名不同的，用括

号加注现用标准地名。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名，以后用

．简称，如“阜宁县邮电局”简称“阜宁局’’。
“

五、本志中所涉计量单位和币制，均按当时通行名称，
7

未加换算。 ，

4

六、本志摘录的资料来源：1．县档案馆相关历史档

案；2．本局文书财务、统计档案资料；3．阜宁、盐城相关志

书资料；4．省、市局相关资料；5．走访老交通、老邮电干部、

。工人口碑资料。志书中均不注出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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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阜宁县位于江苏省盐阜平原北部，东经119。277"-'119。

587；北纬33。267～33。597，南北长52．5公里，东西宽48公

里，东与射阳县相连，南与建湖县交界，西与淮安、涟水县毗

邻，北与滨海县接壤。古阜宁境域，沧海变桑田，至晋朝后历

属山阳(今淮安)、盐城县。．清雍正九年(1731)设县，名阜宁

县属淮安府。是时，阜宁地域广阔，东临黄海，西以苏嘴与山

阳相连，南到草堰河与盐城接壤，北以云梯关与安东毗邻，

总面积5766．75平方公里。民国初年，隶属江苏省淮扬道。

民国21年(1932)隶属江苏省第十督察区。民国29年

(1940)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隶属淮海区。民国30年(1941)

隶属盐阜区。是年，析县境内东北部地区建立阜东县(今滨

海县、响水县部分)。民国31年(1942)析东南部分地区建射

阳县。民国34年(1945)隶属盐阜分区。是年12月，隶属苏

皖边区第五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i隶属盐城行政
· 区。1983年隶属盐城市。1995年全县有25个乡镇，665个，

行政村，4861’个村民小组，面积1443平方公里，总人口

． 107．99万人，阜城镇是县治所在地。o
‘。

．

阜宁境内的邮驿通信始于铺递。明万历十一年(1583)，

阜宁有急递铺2处，专门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清乾隆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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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1746)，阜宁铺递分有西、南两路，西路由阜宁至山

阳县，设五铺。南路至盐城，设三铺。清光绪十一年(1885)

阜宁西路铺递路由有所变更，但终点至山阳未变。清光绪末

年急递铺渐废，设邮政代办所、信柜。光绪二十八年(1902)

在益林设信柜，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县城设立邮寄代办

所。宣统二年(1910)县城改为二等邮局，东坎、东沟、通洋、

沟墩等地设立邮寄代办所，开办邮政业务。．至民国15年

(1926)，阜宁境内有二等邮局两处，三等邮局一处，邮寄代

办所17处，邮务信柜11处。清宣统三年(1911)在县城设立

电报局。同年分别在东沟、东坎设立报房，为阜宁电信之初。

民国13年(1924)盐城、阜宁、东坎相继架设军用长途电话。

民国15年(1926)，驻阜陆军旅长张中立发起架设民用电

话，于阜城、益林、东坎成立通讯处。民国17年(1928)收归

．国有，改为电话营业处。民国23年(1934)，江苏省建设厅架

设江北长途电话，在阜宁设立电话交换所。同年，阜宁县政

府募捐架设本县城乡电话，沟通重要乡镇。民国24年

(1935)东坎安装短波无线电台。至民国26年(1937)，本县

境内主要乡镇普遍设置了邮政、电信机构，邮件运输、电报、

电话已初步形成网络。 ．

’

一．

‘

‘

民国27年(1938)4月26日，日本军队占领盐城，．5月

10日占领阜宁城，境内的邮电通信设施受到日军破坏，邮

政局、所大多关闭，少数四处迁移，民用电信完全中断。7

民国28年(1939)，共产党在阜宁重新建立地下党组

织，秘密传递信件、报刊、情报和护送干部，同年建立地下交

通站。民国29年(1940)10月，阜宁解放，建立起县人民政

．2．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府，县政府在秘书室下设交通班，负责通信联络。民国30年

(1941)7月，日伪军兵分四路对盐城进行扫荡，中共中央华

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向本县陈集一带农村转移。为加强通信

联络工作，民国31年(1942)3月，盐阜区交通总局在本县

岔头村正式成立。同年10月，阜宁县交通局成立，隶属于盐

阜区交通总局。交通局的主要任务是：①及时传递党政军机

密文件、信件、情报和解放区的报刊、宣传品；②运送物资；

⑧护送干部往来过境。由于阜宁西乡成了当时盐阜区的政

治、军事、文化的活动中心，阜宁县的交通工作因此而十分

活跃。． 4 ··

’

!‘．：，5，
“

．，．，

⋯

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盐阜区

交通总局改为苏北交通总局。9月，移驻淮安。同年11月，

改为苏皖边区第五交通分局。民国35年(1946)初改为苏皖

边区第五邮政管理分局，各县交通局一律改为二等邮局，阜

宁县交通局改为益林二等邮政局，阜城、板湖、羊寨成立三

等邮政局。 ，

， 肆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交通邮政工作，五分局决定建立邮

政快班船。邮政快班船以益林为中心，主要任务是运送邮

件，兼营客货运输，为用户代购货品，代收货价，有时也护送

军政干部。 j‘。’，
’ 一 ‘y

-；

，

民国35年(1946)6月，内战爆发。是年秋，国民党军队

分两路进攻盐阜地区，相继占领了盐城、阜宁、淮安、涟水等

县城，五分局迁回阜宁，流动在东沟、益林一带。10月，邮政

快班船停开。同时恢复战时交通组织，益林二等邮局改为阜

宁县交通局，下设七个区交通分局，各乡成立乡邮站，停办
．

·

‘

-

．3．



民邮业务。民国37年(1948)3月，益林解放，6月益林恢复

邮政快班船。民国38年(1949)3月，五分局从益林迁至盐

城，阜宁县交通局接收其遗留资产，成立益林邮政二等局。

’⋯民国38年(1949)8月，阜宁邮政局在阜城建立，邮政

中心由益林迁至阜城。12月在阜城大市口建立阜宁电信营

业处，隶属盐城电信局；配有人员4人，设加拿大产磁石交

换机12门，实装3门，经营长途电话和电报业务。是年末，

全县有邮政局2处，电信营业1处，邮政代办所13处，邮政

信箱1处，邮路总长度157．5公里，邮电职工54人。1951

年1月，阜宁邮政局、阜宁电信营业处合并为阜宁邮电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阜宁县邮电事业的恢复

阶段。1951年底前，阜宁市内电话用户仅有2户，长途电路

1条，县内邮运以委办车船和自行车邮路为主。农村信、报

主要靠捎转。1955年前全县城乡邮电局、所以租用民房为

主，部分借用公房，办理函件、包件、汇兑、发行等业务。1955

年6月阜宁邮电营业楼在新盛街建成，两层共252平方米，

同月迁入并营业。1949年至1956年电报传输使用话传，

1956年设人工电报机一台，改话传电报为有线人工电报玉t

一。，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在“社社设机构、社

社有总机、队队通电话”的口号下，全县邮电机构迅速增加，

局所增加到23个，职工增加到167人，使用农民工159人，

同时大量使用竹杆、树棍、铁线架设乡村电话线路，长途电

话杆线增加到104杆公里，乡村电话线路增加到1592杆公

里，农话用户增加到946户，但是由于质量低劣，大多数用

户不能正常通话。1961·年至1965年，遵照中央“调整、巩
．4．

．

‘

．



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方针，撤并了部分局所，精简职

工27人。并整治线路，至1963年农村电话线路长度下降到

231．8杆公里，农村电话用户下降到414户，次年进一步下

降到192户，同时整顿生产秩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改善经营管理，全县邮电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县局部分职工成立毛泽东

思想“捍卫队”、“赤卫队”、“尖刀队"等群众组织，局级领导

受到冲击、批斗，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干扰。1968年8月22

日成立局革命委员会，调度生产，统一指挥。1969年12月

邮政、电信分开，邮政局属县革委会领导，电信局属人武部

领导，由军代表管理。1973年12月，邮政局、电信局合并，

成立阜宁县邮电局。由于动乱，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缓慢，．

1975年邮电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仅比1966年增长1．96

倍和1．80倍。 1
．

·

1978年以后，阜宁邮电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8

年为了改变电话通信的落后面貌，阜宁局依靠自身技术力

量并和江苏省邮电学校在南京合作装配SD一106型1000

门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自行安装调测，并于1979年元

月19日正式开通，阜城市内电话告别磁石制人工交换机，

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市内电话号码改为四位数。1986年

初安装JT一508型共电式长途交换台，和与其配套的JP系

列长机设备。同年7月开通DD一14长途电话半自动设备，

阜宁至盐城的长途电话实现半自动化．。1987年3月阜宁市

内电话准电子交换机扩容至2000门，1989年4月实现全

县农村电话半自动化，1990年实现长途电话全自动化，部



分国内、国际长途电话自动直拨。1991年5月17日

4475．02平方米邮电生产综合楼竣工开业，同年引进上海

贝尔电话公司与比利时国合资生产的S一1240型4000门

程控电话交换设备，1992年元月12日正式开通，市内电话

号码由四位升至六位。该机具有符合国际电联CCITT规

定的指标和14种新业务功能。由于程控电话交换是技术密

集型设备，具有技术性能可靠、服务功能多等特点，使通信

状况的改善十分明显。程控电话开通的同时建成盐城至连

云港数字微波阜宁站，下线480路。阜宁局利用邮电部西安

第四研究所6WSFS微波机开通对盐城微波长途线30来

30去，开始利用微波通信。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电话自动化。

1990年1．1月15日益林邮电支局5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

开通，第一个在全县各乡镇中实现电话自动化。至1995年

底，全县25个乡镇全部开通自动电话交换机。1993年2月

引进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设备；开通数字无线寻呼BP机，同

年12月20日900MHz蜂窝状移动通信系统调测成功，开

通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大哥大”电话具有无线、便

携、漫游等功能，两地间的电话联系更加方便。1994年4月

1日，市内电话扩容6000门，市内电话总容量达到一万门。

1995年又扩容至15000门，初步满足了客户的装机需求。

同时，1994年7月，盐城——响水光缆通信工程开始铺设

阜宁段，11月安装站端设备，是年底开通使用。1995年，国

家一级通信干线北沿海光缆(大连——上海)通过设计并准

备施工，经过阜宁的沟墩、旋庄、阜城、城北、三灶等5个乡

镇。同时县内农村电话SDH光纤环路正在建设中，阜宁的



-

电话传输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㈠ ‘”，。．“、’ ．r．

+通信事业的不断发展，锻炼了阜宁邮电局的广大职工。7

、职工素质稳定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在全市各县中处于领先

地位，从1981年至1995年，盐城市邮电系统业务技术连续

9届的比赛中，阜宁县邮电局名列前茅，5次获得团体第上

名，1次获得团体第二名，1次获团体第三名。1986年以来，

被省、市表彰22次。1987年、1988年、1989年被江苏省邮
， 电管理局表彰为“文明单位”。。1988年、1989年被省局表彰

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1987年、1988年、1989年、

1990年、1992年、1993年被盐城市邮电局表彰为“文明单

位’’。1987年获盐城市委、市政府的“先进集体"称号。1990

年、199t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度获得盐城市委、市

政府授予的“文明单位"称号。 。’ 一 魄 。-’

1995年末，全县有邮电局所26处，邮电代办所10处，
。

邮政代办所19处。国营邮电职工348人，地方国营职工79

人。各乡镇邮电局所均能办理各项邮电业务，县内邮运全部

自办，有汽车邮路3条，计211公里。自行车邮路市内3条

6公里，农村12条80公里，计86公里。有市内投递邮路3

条6公里，农村投递邮路99条，投递邮路总长度3897公

里。市内程控电话容量为15000 f-j，市话普及率16．4部／百

人，农话普及率0．7部／百人，全县电话普及率1．58部／百

人。阜宁发往各地的电报直接进入南京全国256路自动转

报网，主要电报设备有BDD4202型中英文打字机、Tx一20

汉字电传机、真迹传真机、四路插报机、22路时分载报机，

阜宁至盐城、南京、上海及建湖、滨海、射阳等邻县及国际国
·7‘



内各大中城市均实现长途自动拨号。人工长途113挂号台，

实行全市联网。1995年全县长途电路667条，农话交换机

总容量17112门，实占容量6841门，农话中继电路1036．

条，全年邮电业务总量2800．7万元，是1978年的32．43

倍，邮电业务总收入2565．2万元，是1978年的44．24倍，

中央国有资产总值4117．7万元，地方国有资产总值

2874．2万元，固定资产原值6333．8万元，其中中央国有

3957．5万元，地方国有2376．1万元。固定资产原值是1978

年的52．09倍。 ．7

7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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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宁县邮电局近期发展目标是：进一步规模发展，机线

配套，全县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大力发展农村电话，电话

传输光纤化，同时新建二至三个市话分局，维护工作集中监

控管理，实现NO．7信令传输。加强邮政管理，发展邮政新

业务，邮政储蓄实现省、市联网，资金财务电算化。届时，阜

宁邮电通信将会更上一个台阶。1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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