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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 《宿县地区邮电局志》

问世了。

几年前，本着“追溯源流，得见前身，惠及后世"之目的，我

局着T-组织这项工作。参加编写的同志以热爱，邮电事业、勤奋、刻

苦、奉献的精神，在短短三、四年里，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中，

经过精心加工编纂应书，这在宿县邮电史上，确是一件具有历史意

义的大事。

在我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本志书对于我们了解局史：

认识企业特点，创业艰辛，建立现代通信事业任务更为艰巨。从而

激励我们热爱专业，坚定信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往开来，开

拓前进有着深翔的现实意义。

编写邮电志书是初次尝试，由于资料流失，编写水平有限，错

误不妥之处再所难免。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俟将来修订，使

之更臻完善。

金德正

I 9 8 9年10月10日



凡 例

一、本志采用横排竖写，设 概述、大事记、组织居革．邮

政、电信、管理、房屋二0党群组织以及附录等九章。

二、时限 上自奇觥绪三十一年(1 9 0 5)，为了朔源，个

别章节不设上限，下断1 9 8 7年。在编写上纵合古今，突出本企

业特点。

三、纪元 民国前庄朝代年号，一律用中艾简体数码表示，年

号后用括号加庄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年代如庸、光绪三十一年

(1 9 0 5)，民国初期加年号，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词语、称谓 一般均用当时通用的词语、称谓．

五、解放战争时期，我区边境解放区民主政府建立的邮政机构

一一交通局的交通史，已由本局交通史办公室编辑专著，本志不予

重复搜录。

六 本志在记叙各篇章节目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

历史、尊重事实，以事情本来面目客观地辑录，力求如实反映本局

历史发展演变进程和现实状况。



概 述

清 光绪三十一年(1 9 0 5)宿县已设邮局，至今已历八十

余载，电信通信也有七十多个春秋。

现今，宿县地区邮电局，位于宿州市小隅口，淮海中路和胜

利路交正路口上。有近7 0 0名职工和一足数量现代通信设备的企

业。城乡自办分支机构2 6处、代办所1 9处，担负着1 2 8 8万

人口的通信服务任务。历史上宿县曾是淮北各县及苏、豫、鲁毗邻

县局的邮件报话转口局，现仍辖灵璧、泗县、肖县、砀山四个县的

邮电通信企业，同时负责境内京沪一级干线和省内二级干线维护任

务，经办国内外通信业务，种类齐全．

邮政通信厉远流长，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没有文字和交

通工具的情况下，结绳记事，采用了“以物示意”的通信方式．殷

商时期力报道边情，传布政令，除了步递之外，还有举烽、击鼓等

声光传递信息的方式。到了周朝已有了较完备的邮驿制度， “置邮

而传命”诸候之间的约会、冒吏的派遣以及使节朝聘，大都乘

“传一、乘“驿"。明、清邮驿通称“驿站”，专司传递政府公

文，禁递私人信件．一般私信由民信局办理，当时宿县未见设有民

信局，私人信件均由便人捎转。

据史料记载 宿县境内秦代即有驿道通过。唐元和四年(8 0

9)置宿州冶蛹桥。

明洪武初年(1 3 6 8)宿州辖地共设邮驿四处

l·



睢阳驿(以睢水经其北，故名) 原在宿州城内，拱武十年

(1 3 7 8)迁于东门外。有驿丞先后力十任。

夹向驿 位于州城北六十里。驿丞先后力十二任．

大店驿 城东六十里。驿丞先后力十一任。

百善驿 州城西七十里，原力百善道驿，拱武十四年(1 3 8

2)改力百善驿。无驿丞。

驿程 四驿共3 1 0里。

时限 州距皖(妥厌府同妥驿)9 6 0里，距中都凤阳府

2 4 0里，限五一七日到。

嘉靖(1 5 2 2—1 5 6 6)宿州除邮驿外，尚有铺舍二十九

铺．

清朝中叶以后，政府腐败，贪污腐化，昏庸卖国。驿站经费成

为地方冒吏贪污的财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加之帝国主义列

强入侵，由世鹰发展到内地，便产生了夺取邮权的斗争。尢绪三十二

年(1 9 0 6)庸政府改革冒制，兵部改力陆军部。次年新设邮传

部，总管船、路、电、邮四政。 1 9 l 1年辛亥革命前驿站终于被

日益发展的近代邮政所向汰。民国元年(i 9 I 2)安徽全省之

驿站同苏 鲁、浙、闽诸省同时裁撤。

光绪三十一年(1 9 0 5)宿州已有邮局，属南泵总局管辖．

次年《大庸邮政舆图》又将宿州列力商铺代办。宣统已酉年(1 9

0 9)宿川为旱正局，划回妥徽仍属风阳府辖制。泗州一宿州邮路

改由泗州经灵璧抵古镇(今固镇)昼夜兼程之邮路。宣统三年

(、l 9 1 1)库痛铁路南段竣工，宿州开始火车运邮，成力轮轨通

达局。

·2‘



民国元年(i 9 l 2)4月宿州废州置县，宿县邮局核定力二

等乙级局，设有代办所五处。到l 9 1 4年止，宿县力有邮无电的

历史时期。

宿县电信通讯事业， 口民国初期建正电报局起，至民国二十七

年(1 9 3 8)历经三十年，有过冒办电信局 地方政府所有(实

力地万冒办)的城乡长途电话和商办市内电话三种形式。

可办国营电信局 民国四年(1 9 1 5)，宿县始设电报局，

位于东门外静园路，板足力四等局，属赣呒电政管理局。民国九

年(1 9 2 0)1月， ；放至徐州电报， i 9 3 4年办理份州长

话。同年l 2月电信形L栩调整，降力支局，改称佰县电报电话营业

处。

l 9 3 5年9月，符离集报话营业处降力报话代办处，划归宿

县处指挥。I g 3 8年沧陷后，电信中断。

地方政府所有电信 民国十七年(1 9 2 8)宿县开始敷设妥

装省内长途电话线路 酒县、蚌埠 宿县专线，属省、县政府建设

厅、科管理，主要用于军政通信，民国十九年(1 9 3 0)县政府

架设城乡电话线路约7 O余里，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成立宿

县长途电话管理处，上半年经交通部派员实地察勘裁定，县政府以

经济补偿万式收回商办五个乡镇市话，用于地万军政公务通话．

商办电话 民国十九年(1 9 3 0)私商陈振声、陈西林等人

力解决自办商号之l司联络之便，合资筹建自用电话。后经其他商家

殷求装机，于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正式成立商办宿县电话无

限公司。不久公司又利用政府架设的线路，开办乡镇市话，沦陷后

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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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于i 9 2 0年4月开办邮政储金业务，设专人办理，另立

帐务(至1 9 2 5年停办)，同时开办快信业务。 1 9 2 I一一

1 9 2 9年邮局无大的变动。 1 9 3 0年仍力二等甲级局，但所辖

代办所已发展到l 3处，经营业务种类亦较齐全

l 9 3 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l 9 3 8年5月1 9日宿城伦陷。因受战乱影响，宿县电报电

话营业处于5月8日停办业务，通信中断。5月l 5日邮政通信亦

告中断，约在l 1月前后，恢复战时停办的业务。

是年伪县政府接收县长途电话管理处。

同年冬，省政府已迁至大别山里丑煌县，在通信极端困难情况

下，力保持省、县联络，以应战事之需，创建了簧徽省、县递步

哨。这种递步u肉等于公事邮政，专力国民党的党、政、军通信服

务，私人函件则不办理。省县递步哨干线共有十条，其中第七

条 立煌一霍邱一寿县一凤台一宿县(张集)5 9 5里， 1 0日到

达，每日平均行程5 9．5里。l 9 4 1年4月份全省递步哨组织

撤销．

1 9 4 1年3月1日，日伪华中电气通信公司(日本侵略者，

力掩人耳目搞的日伪合办公司，以此名义买现其对整个华中伦陷区

的有线和无线电的“统冶经营")，在宿县火车站内设电报处， 9

月2 0日撤销，改在城内中山大街2 5号(今县又化馆)开设宿县

毋报局。至此，因战事中断四年的电信通信，在日本人严格控制下开

放营业。力了侵华战争需要，日本侵略者对电信通的控制，远较对

邮政严格，当时电报局内，重要部位均由日员把持主事。1 9 4 4

年4月宿县电报局增办长话业务，易名力宿县电报电话局．邮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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