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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第一部《顺昌县邮电志》成书面世了。这是顺昌邮电史上的一件大事，可

喜可贺。

顺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顺昌邮电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唐代福建已布

满邮驿。顺昌邮驿，文字记载可溯至宋朝。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便有民

信局。而清光绪二十七(1901年)十一月创办洋口邮政局，标志着近代邮政开

始在顺昌出现。朝代更迭，时逾千年，顺昌邮电历经坎坷。新中国成立后，勤

劳智慧的顺昌邮电人坚持“人民邮电为人民”宗旨，坚持发展通信，改善服务，

坚持改革开放，团结拼搏，艰苦创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建成了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通信网络。便捷的通信使世界距离缩短，遍布城乡的邮电网点

使信息传播畅通无阻，为地方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同时，

邮电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展示出迎接21世纪光辉

前景的精神面貌。如实地将这些历史变化载入史册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顺昌县邮电志》编写组的同志不辞辛劳，搜集、整理大量资料，认真筛选

分析，广泛征求意见，四定纲目，六易其稿，历时二载。南平市邮电局史志办

领导和本市只弟邮电局行家对编纂工作给予精心指导，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本志采用“述而不论”的志书笔法，略古详今客观全面地展示顺昌邮电历

史上的重大事件。记述中重点反映通信建设、邮电服务、企业管理，突出顺昌

邮电的地方特点，体现了“团结奋进，求实创新，无私奉献，振兴邮电”的顺

昌邮电敬业精神，展示了顺昌邮电人的风采。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系统认识顺昌

邮电的昨天，了解顺昌邮电的今天，而且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吏经验教训，把握

顺昌邮电的明天，进一步振兴顺昌邮电。

由于本志涉及内容广，年代久远，史料散失，缺乏经验；加之时间仓促，错I

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校正。但从全书来看，仍不失为一部比较全面、真实反

映顺昌邮电历史沿革的志书，也是一部历史教育、传统教育和爱岗敬业教育的

好教材。它对于教育今人，启发后人，无疑是有益的。

顺昌县邮电局局长 王道勇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顺昌邮电事业的发展历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专

业特点和地方特色相结合。

二、本志横{jh'-J类，竖写史实，以类系事，以事系人。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分章、节、目三个层次记述。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尽量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截止1995年

底，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顺昌邮电通信的发

展面貌。

四、本志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中。

五、记述规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沿用历史纪年方法，同时以章为单位，每

一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民国34年(194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单位本志涉及的度、量、衡及货币单位，均采用当时的度量衡制单位和

币制单位。

数字本志习惯用语、词汇、引文中的数字或不确切的数字，使用汉字，其

余统一用阿拉伯数字。万以上数据，以万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简称对术语、单位等名称的使用，可简称的，每一次使用时写全称，并

加注简称；再使用时写简称，如福建省邮电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局)、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后(以下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邮电局档案、统计年报及有关已出版图书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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