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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年8—1 0月平远和砚山县城相继开通GSM移动电话

990年砚山开通自动电话 993年砚山开通无线寻呼



一九九四砚山开通程控电

话，图为开通仪式

一九九六年砚山县邮电局暮

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一九九四年平远开通480门

程控电话，图为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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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年在砚山邮电局和平远支局设立军邮站 1 988年2月1日砚山邮电局开办邮政储蓄业务



邮电分营前的砚山县邮电局

领导班子局长黄瑞秋(右二)、副

局长肖家荣(右三)副局长刀克林

(右四)工会主席尚黎明(右一)

一九九八年九月砚山邮

政局、砚山电信局成立

《砚山邮电志》终审人员



砚山县邮电志

《砚山县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1986．5—1988．9)

组 长：赵顺复

副组长：王彦祥

成 员：赵 武 董继文 宋良龙 李贻华

编纂小组：王彦祥 罗正忠 王仁贵

主 编：王仁贵

《砚山县邮电志》编纂领导小组(1998．1—1999．12)

组 长：黄瑞秋

成 员：肖家荣 刁克林 尚黎明 赵顺复 鲁绍刚

编纂小组：王仁贵 鲁绍刚 夏林嵩

主 编：王仁贵

顾 问：万国华

照片提供：鲁绍刚 夏林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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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末，遵照组织之决定，我由文山州邮电局调到砚山县

邮电局任职，细问详询，得知砚山邮电志尚未出书，下限写至1988

年止，甚为遗憾。纵观十年来，我国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国力大增，

人民生活水平大有提高，邮电通信更是突飞猛进，业务收入、业务

总量平均以每年高达4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电话网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电话网，砚山邮电也和全国一样，在近十年实现了

：量和质的两个飞跃，至1998年底，我县已实现县城至各乡镇传输

光缆化，全部实现由模拟传输转化为数字传输，交换机已由1990

年洛阳产纵横制Z8 l一Ⅱ型机更新为大唐SP30程控机，总容量

1 6944门，实装市话6249户、农话3910户；移动电话从无到有，目

前已有砚山、平远两个基站，干河、铳卡、盘龙三个直放站，移动用

户达1297户；无线寻呼从无到有，已覆盖全县境内，用户达7000

余户，这是砚山邮电人十年来团结奋斗、努力拼搏的结果。如果本

志缺少这一激动人心、壮丽辉煌的篇章，将给本志造成美中不足之

感，此乃续修砚山邮电志的原因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1998年邮电体制发

生重大变革，实行邮电分营。回顾邮电五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其产

生、其运行、其发展无不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

七十年代初，邮电曾实行过分设，那是政治的需要，现在的分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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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需要，由于国家确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邮电这个

政企合一的体制也将在1998年底走完它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长

河中划上一个句号。今后邮政、电信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重

新起步，走自己的路。砚山邮电志如缺少在这世纪之交发生的重

大变革这一篇章，也将是一大憾事，此乃续修砚山邮电志的原因之

i 0

基于上述因素，我与诸位同仁达成共识，续修砚山邮电志至

1998年底，使其成为一部完整的部门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走

访、调研，查询相关档案资料，比较翔实、客观地把砚山邮电近十年

来的经历和发展记入史书，完成了这一将会使曾当过砚山邮电人

值得回忆、怀念、思考、骄傲的精神结晶。当然，由于受到主、客观

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本志书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作为一

个县的一本专业志，必将充分体现它的价值，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

权当以上述言语作序，并愿与各界人士和诸位同仁共勉之。

黄瑞秋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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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山县邮电志》问世，是本县全体邮电干部职工的共同心愿，

也是本县邮电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修志、记载历史、以资借鉴。

对于积累资料，总结经验，鉴往晓今，启发后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

编写《砚山县邮电志》，在砚山邮电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大事。它把砚山县邮电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把砚山邮电的

产生、发展和现状，如实地记载下来。这部史书的留传，将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编写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的传统。编写“专业志"，则是

我们当代人的壮举。现在编出这部邮电志，翔实地再现了我县邮

电事业的发展过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邮电事业前进的足迹。在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这部邮电志的出版，

其现实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其鼓舞之力量也是远久的。

砚山，地处交通要道，但设县较晚。民国六年(1917)始办邮

政，在民国时期，它如蜗牛爬坡，步履艰难。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

才设立了三等邮局，电信则开办较晚，且时间不长(1 944一194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县邮电事业面目焕然一新，发展

迅速，景况空前。现在，全县邮电机构星罗棋布，邮路、线路四通八

达，通信设备较为齐全，职工人数骤增。如今，邮电战线上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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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不分昼夜地忘我劳动着。

编写志书，是一项艰苦细致而相当繁杂的系统工程，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编人员不辞辛劳，从干部职工中

搜集线索，从各种档案里查找资料，从老邮电职工口中抢救口碑资

料，从知情者那里核对事件⋯⋯，零收碎采，广征博集、面访、信访、

导源究委，事事稽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编

纂出载籍七十年邮电历史的砚山县邮电志。

“寿以名书"、“知非帝魏"o这部邮电志，尽管还存在某些不

足，然能反映规律，志其奇迹，其盛事。通过对志书的学习，回顾历

史，立足当前，展望未来，能进一步激发邮电职工对本职工作的自

豪感，更加热爱人民邮电事业，坚定信心，为砚山邮电事业的更大

发展作出贡献。

愿我县邮电事业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取得

更大的成绩，为给我们的邮电现代化建设增添更加绚丽的历史一

页。

赵顺复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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