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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深县邮电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专志——《深县邮电志》，经

过编辑人员六个春秋的辛勤劳动，终于问世了，这是深县邮电史上的一件大喜。

事。
。．

。

●

深县的通信活动，历史悠久。古代已有驿站、递铺，清末开办邮政。但长时

间内，邮电事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邮电事业方

得以迅速发展。现在全县邮电网路四通八达，并达到一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

度，为我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还培养了一支具

有一定业务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职工队伍。邮电事业的丰功伟绩，

及其发生与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应予以书面叙载，以期总结经验教训，并保留．J似。

下珍贵的史料。《深县邮电志》以其翔实的资料全面记述了深县邮电事业发展，·

的历程和深县邮电干部职工艰苦奋斗的历史。因此，这部志书将成为今后邮电～
事业发展的可靠历史借鉴和领导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一

部向干部职工进行邮电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的好材料。 ．

《深县邮电志》全体编纂人员为使本志书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树立恒心，历尽艰辛，广搜博采，精心挑选，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去伪存真

的原则，悉心编成此书。

由于深县的邮电通信历史悠久，涉笔的历史期段较长，1966年以前特别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邮电史料散失严重，加之编写经验不足，水平所

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向积极支持、热情关怀、

精心指导本书编纂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县邮电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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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i《深县邮电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详今

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深县邮电事业的发展与现状，旨在保存史料，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志书上限根据占有资料尽量追溯，下限止于1993年底，间有延至搁笔

处。 、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种体裁，以志为主。按照横排门类，纵

写始末要求，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四、本志篇首设概述，总摄全书；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按事物类别

川． 分为八章，章下视需要设节和目；最后为附录。

五、全志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现代语体文。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取编年

一1一体或记事本末体，其余为记叙文体。记述时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全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姓名；地名，以现行标准化地名为准；

政区、组织、会议、文件等，首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之后一律用简称。如“县

局”，指县邮电局。

七、纪年方法，1949年10月1日之前均使用传统纪年，并加注公元年号，

之后全部采用公元纪年。所称“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

八、数码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f1 1986年12月31日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本志涉及的邮电资费一律以当时的币制和计量单位为准，其它计量单

位均采用公制。

十、本志资料，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邮电部门档案资料，辅之以考证

后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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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深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衡水地区西部。北邻安平、饶阳，南连衡水、冀州，

西与辛集交界，东与武强、武邑接壤。地处东经115。2V一115050'、北纬37。42'

一38。117之间，南北长53公里，东西宽39公里，面积1244平方公里。全县辖

3个镇，32个乡，469个行政村，1993年总人口557849人。

深县地处交通要道。石德铁路从县境南部通过。前磨头至安平的地方铁

路纵贯南北。沧石、保衡、肃衡等主要公路纵横全境。全县国、省、县级公路里

程总长156．1公里。

深县地势平坦，全境为冲积平原。境内有龙治河、朱家河、天平沟3条

时令性小河。石津总干渠横穿全境。全县总耕地128．9万亩，大部分土地肥

沃。盛产小麦，玉米、棉花和水果。深州蜜桃是本地名贵特产，古往今来，驰名

中外。
”⋯

深县邮电局座落于县城西大街128号，担负着全县邮电通信的现业生产

任务。

深县的通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前磨头《重

修东岳庙记》碑文载：“直隶深州南五十里，有磨头集，即古桃城驿也。”明永乐

年间设有4个急递铺，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设有8个铺。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五月一日，设立大清深州邮政代办分局。民国5年(1916年)至民国

25年(1936年)，深县境内先后设有18个邮寄(政)代办所。民国22年(1933

年)县政府设有长途电话局。民国28年(1939年)日军侵占深县后，邮电机构

被其控制。～

民国27年(1938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抗日政权都建立了抗日

交通组织。
’

民国34年(1945年)8月，八路军一举收复深县县城。在欢庆解放的锣鼓

声中，县交通部奉命接收深县中华邮政局及日本军队的电信设备，次年创建深

县邮政局和深县电话站。从此，深县邮电事业步入人民邮电的历史新阶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加之帝

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邮电通信事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深县的邮电通信事业才得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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