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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840年5月，当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在英国作为邮资凭证正式

启用时，当时的人们也许谁也不曾预料，从此伴之而来的集邮活动

会像雨后春笋，以致到今天已发展得如此丰富和普及。一位哲人曾

经说过：只要你会唱<国际歌>，你就能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找到自己

的同志和朋友。现在我们也不妨可以说，只要你拥有一本集邮册，

你也能在世界各个角落找到自己的伙伴和知音。因为今天，世界上

的集邮爱好者巳数不胜数，几乎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集邮爱好者。近

百年来，人们的文化生活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有不少曾经

盛极一时的东西正在衰落和消来，可是，集邮作为一种多半是由群

众自发而生成的文化活动至今仍如日中天，欣欣向荣。

保加利亚著名政治活动家季米特洛夫有一句名言：邮票是国

家的名片。它代表着国家的声望、反映着国家的风貌。在纤小的邮

票上，我们可以看到变幻着的世赛风云；可以领略到多彩的社会；

可以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邮票又是一幅幅浓缩

的世界史画卷。因而，我们开展着集邮活动，我们也在学>-j着历史．

学会着生活。

一誓'一“我们马鞍山是一座年轻而美丽的城市。在她文化生活的芳草

地上，集邮就是一朵斑烂的奇葩。建市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市的集邮活动也和其它地方一样，开展得既十分普及又

有较高品位和水平。更可贵的是集邮活动成了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个方面，并同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以及其它文化活动相结合．



使它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片江东大地上，有上万名集邮

大军，有分散在各个机关、厂矿、科研院所的集邮社(组)，他们经常

举办各种邮晨，传播知识，以陶冶人们美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有

在邮品、邮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并多次获得省、国家以及国际邮

晨各等级奖牌的专家门；也有竭诚为广大集邮者提供各种服务、丰

富其邮品和邮识的专门机构。正如任何活动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

领导的热情支持和扶植一样，我市的群众性集邮活动。历届市委、

市府及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支持。有的挤出

时问饶有兴趣地观看各类邮晨，有的亲自担任邮协的负责人，还有

的本身就是一名集邮爱好者。普及和提高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

合，这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必将推动我市集邮活动向着更广泛、

更高水准的层次上发展。

三十多年来，我市的集邮活动可谓丰富多彩，硕果累累。忠实

而完整的记录下这一切，为她著文立传，当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

作。为此，市集邮协会约请这方面的历任领导和学者，历时十多个

月，倾注了大量心血，终成一卷方志。她将和其它各种史志一样，起

着“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并成为浩如烟海史志书苑中的一朵

新葩。我相信，我市的集邮活动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又有着

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一定会有更加绚丽的前景。

我衷心祝愿这本集邮志在集邮文化的百花园中放出异彩!

张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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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马

鞍山的集邮活动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

二、本志由邮电事业的发展、集邮业务、集邮活动和邮事录四

个部份构成。其中“邮电事业的发展”只着重介绍与集邮相关的部

份，与集邮基本无关的电信业务等从略。全书以文为主，辅以图、

表、照片。 、
．

。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市区的城区和郊区为主，对所辖之

当涂县则较少涉及。

四、本志断限，上限以邮事的发端和掌握的资料而定，下限大

体断至1994年底。少量邮戳图谱因在本志付印时取样，故有

“1995”字样出现。

五、本志遵循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对已故集邮家金维坚教授

的生平事迹，在记述其个人藏品展览时，作了介绍，未设专章。

六、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1日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所记解放前、解放后掰9指1949年4月24日马鞍山地区解放前
后。

七、本志称谓书写，各机构、团体、部门及丢嫠尝聱等，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酌情简称，如。马鞍山钢铁公司i葡蒜



“马钢公司”或“马钢”，“集邮协会”简称“邮协”等，其它依此类推。

对人物的职务称谓，均以其当时实际职务为准，对未能查实者，则
称某某单位干部。

八、邮事录及部份表格所列内容，均以时间为序，凡有年无月、

日的列于年末，有月无日的列于月末，同月同日的，用“◇”代替。

九、本志主要资料来源于市集邮协会及基层邮协，少部分来源

于省、市相关书刊，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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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马鞍山市集邮协会成立10周年(1984—

1994)，为全面、真实地记录马鞍山市集邮活动的产

生、发展和兴旺的历史过程，给后来的集邮活动提供

启迪和借鉴，特编写<马鞍山市集邮志>。

鉴于马鞍山建市时间较晚，建市前有关集邮活

动的史实资料甚少，<马鞍山市集邮志>只能着重记

录马鞍山建市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以及市邮协成立lO年来的集邮活动蓬勃兴起和集

邮事业大发展的史实。但集邮源于邮政，马鞍山地区

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又长期合谩，故本书不能不把本

地区的邮电历史沿革及其业务发展概况作为主要内

容之一，以求对马鞍山市集邮历史的发展轨迹作出

较为全面的反映。

全书共分邮电事业发展概况、集邮业务和集邮

服务、集邮活动及邮事录等四个部分。由于我们的水

平和资料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

正。

本书由马鞍山市集邮协会组织编写，由董伟佳

执笔，王守起参与资料的搜集、统计和制表。参阅了

(-5鞍山市志>、<马鞍山市邮电志>和<马鞍山市文

明市民必读>等。李迅、陈远才、徐金华同志参加了

本书文稿的修改，并得到市方志办主任蔫向勇同志

的燕诚指点，以及徐惠军等同志的大力相助，谨致

谢意!

<马鞍山市集邮志>编委会

1994年12月



马鞍山市简介
。

马鞍山市位于安徽省东部，长江下游南岸(此阃长江呈南北

向，又指为江东)，介予东经118度2l’38。一118度52’44"和北纬3l

度17’26一一3l度46’38。之间。北、东与江苏省江宁县接壤，西临长

江与和县相望，南与芜湖、宣城二市毗连。距南京、芜湖城区各45

公里。扼长江天险，而为古都南京的屏障。古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今为安徽省长江经济带最东部的城市，临江近海，紧靠经济发达的

长江三角洲，地理住置优越。

马鞍山市得名于境内临江而立的形似马鞍的山。相传当年楚

汉相争，楚霸王项羽被汉王刘邦打败，退至和县乌江，自刎而死，其

坐骑被一亭长渡至江东，因思恋主人而亡，马鞍落在江边，化作马

鞍山。这一射有传奇色彩的神话，反映了马鞍山地区的历史悠久。

市郊佳山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及霍里邓家山发掘的

殷商时代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地从事

狩猎和农业活动。三千多年前：马鞍山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已有相

当水平。。 ．

马鞍山所在区域，西周时属吴国，春秋战国时由昊改属越、楚。

秦汉时期，属丹阳妥(今当涂小丹阳镇)，西晋以后分属丹阳、于湖

(今当涂县南一带)二县。东晋北方战乱，淮河之滨的当涂县(今怀

远县境内)难民南迁，在今南陵县一带侨立当涂县。隋初，撤丹阳、

于湖二县，移当涂县于姑孰(今当涂县城)，以后历经唐、宋、元、明、

清，直到民国及新中国的成立，马鞍山地区一直隶属于当涂县。

马鞍山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1956年lO月12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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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设立马鞍山市。1983年6月7日经安徽省政府批准，当涂县划

属马鞍山市领导。自此，马鞍山市下辖1县(当涂县)、4区(金家庄 4

区、花山区、雨山区、向山区)、12个街道办事处和30个乡镇。

马鞍山市总面积为1684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19％，其

中市区面积28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28平方公里。总人口110 ．

万，其中城市人口44万。共有1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99％。拥

有耕地∞多万亩，可养水面17万亩、山场24万亩。

马鞍山地处北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15．7度，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3度，极端

最高气温为41．1度，年平均降雨量1014．2毫米。

马鞍山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的有铁、硫、磷、铜、金、高岭

土、白云石等20多种，尤以铁矿为富，保有储量31．5亿吨，硫铁矿

和磷矿次之，储量分别为2．2亿吨和100万吨。生物资源也很丰

富，马鞍山是江南鱼米之乡。盛产稻米、鱼虾、螃蟹、药材等，远销省

外。
。

马鞍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久赋盛名。全境山峦起伏。河流

纵横，襟江带湖，既有皖南山区的俊逸，又有江南水乡的秀色。市区

临江、依山、环湖而建，中心区有千亩水面的雨山湖。湖旁植有香

樟、桂花，湖周围远近不等的环绕着慈姥山、马鞍山、白壁山、西山、

望夫山、宝积山、翠螺山、雨山、佳山等九座山头，所谓“九峰环一

湖，翠螺出大江”、。四季香棒中秋挂，半城湖水半城山”就是它的真

实写照。主要自然景现有雨山湖公园、采石公因、石山公园、濮塘风 ．

景区、望夫山、天门山等；主要人文景观有始建于唐元和年间的太

白楼，有李白终老长眠之地当涂青山李白墓，有被列为中国80年

代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朱然墓，以及李白纪念馆、林散之艺术

馆、昭明阁、邓家山殷商遗址、牛渚城遗址、横山与石门等。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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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游览，赋诗吟咏。近些年来，已经成为

皖南旅游胜地之一。

马鞍山市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解放前。马鞍山地区除农业

外，只有规模很小的采矿业、炼铁炉及零星手工业。解放后，特别是

建市后30多年来，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努力，共同奋斗，已由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4、村庄(金家庄)发展成为以钢铁工业为主体，辅以

化工、机械、轻纺、电子、建筑、食品等行业的中等工业城市，全国九

大钢铁基地之一。马钢公司成为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全省最

大的工业企业。地方工业、农业以及乡镇企业都有了很大发展，特

别是改革开放15年来，马鞍山发生了历吏性巨变。1985年。全市提

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1994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10．22亿元(工业总产值104亿元)，财政

收入8．19亿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6．15倍，3．6倍和2．21倍；职

工人均工资收入61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40元．均在全省各

地、市前列。

马鞍山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建设，规划布局合理，功能

区分明确，基础设施齐全，街道整洁，井然有序；新的生活小区不断

出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人均居住面积达6．3平方米。5万多户

居民用上了管道煤气，煤气气化率达78％；自来水普及率达9r7％；

绿化覆盖率为39．7％，人均占有绿地7．6平方米，在国内城市中

均居领先水平。市内电话普及率达11．9％。环境保护、城市卫生成

绩更为显著，1990年被评为全国地市级十佳卫生城市，荣获国家

“环境保护奖”。1993年6月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1994

年。又被评为“全国因林先进城市”o

马鞍山市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也很发达，是全国的教育先进

城市，并连续两年被命名为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先进城市。人才资源

，{l点∥y。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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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科技力量雄厚。全市现有高等院校6所，科研机构5D多家，

其中马鞍山钢铁设计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华东冶金学院是国家

部属重点科研单位，有200多项科研成果迭国家或国际先进水乎，

有10多个研究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j全市拥有各类科技人员

4．3万人，城区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870人，位居华东地区前

列。

30多年来，马鞍山市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早在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马鞍山视察，为马鞍山的发展指明了方向；90

年代初，江泽民、李鹏等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来马鞍山视

察，给正在改革开放中阔步前进的马鞍山人以新的巨大鼓舞。可以

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化，马鞍山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

新兴城市，将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



马鞍山市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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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届理事会成员合影

2三届集邮代表大会主席台

3省邮协秘书长朱忠孝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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