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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领导在研究全县邮电发展规划

邮电志领导小组及编写人员合影

宁冈墨邮电志



宁冈县鄙电志

全县邮电通信枢纽楼

地区邮电局志书评审小组于1996年4月5日到宁冈对《宁冈县邮电

志》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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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老“七溪岭”的望月亭，是永——宁邮路的邮件交换处

苏区革命时期红色交通总站站址——河桥桂花窝李家祠



1 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和红军组建联合通信站站址——

宁冈茅坪仓边



机务员在检测传输设备

县局程控机房操作台



宁网县鄙电志

县局综合营业厅一角

县局邮政储蓄、汇兑业务办理处



大陇邮电所是葛田、茅坪两乡农话汇接处

新城邮电所是鹅岭、柏露两乡农话汇接处

宁冈县郎电志



吉城邮电所

即将峻工的鹅蛉邮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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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宁冈县邮电志》是一部记叙宁冈县邮电通信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它

突出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宁冈县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成就和业绩。

它的面世，既为宁冈邮电的过去立下了碑记，又为研究宁冈邮电今后的发展留

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

宁冈既有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的过去，又有繁荣昌盛的今天。早在几千年

前，我们的祖先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他们企盼着社会的文明

和进步，也企盼着科技的发展所带给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为实现自己的

理想，历经一代又一代人的相继努力，最终把宁冈建设成为像今天这样具有交

通发达、信息畅通、百业兴旺、经济繁荣的美好城市，他们不愧为是开拓宁冈百

业的先驱者。但是，自古至今的数千年间，囿于历史的原因，还没有一部记载宁

冈邮电发展的专业志书。因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一部资料准确、内容翔实、体例完备

的邮电志，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是我们这

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红旗猎猎进三湾，毛委员来到宁冈城。历史不会忘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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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宁冈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其星火燎原之势

燃遍全国，直至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此间，也就是在这块红土地上，诞生

了第一个赤‘色邮局。宁冈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邮电事业的发展，置个人

安危于度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人民邮

电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起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建国前，宁冈的邮电是一穷二白，肩挑马驮、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是宁冈邮

电的全部内涵。建国后，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宁冈邮电的现在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昔日的手工作坊式经营已被当今机械化、电子化的规模经营所取

代。近34米高的七层邮电通信枢纽楼矗立于县城中心，3000门程控电话在此

安家并通过480路长途光缆通信电路可与国内外直接联系，乡村的程控交换

取代了昔日的“摇把子”。电报拥有图文并茂的通信手段并进入全国自动网；

126寻呼台的开通和即将上马的“大哥大”、分组交换系统，将为世人展示宁冈

邮电发展的新风采。宁冈邮电的未来，综合通信能力将进一步增强，通信服务

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通信新世界。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的面世，曾得到上级有关部

门、兄弟单位和有关人员的精诚相助，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深

表谢意。鉴于我们的编纂人员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在编志过程

中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敬请各位知者、读者批评指正，以利补正匡误，修枝助

茂，使我们的志书修得更完善，更具可读性。 一

． 姜声访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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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出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相统一的新志书，以期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

二、本志纪事断限：上限起于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4年，个别记事延

至脱稿时。

三、本志结构以述、志、记、图、表、录诸体相结合，除卷首、卷末外，专志分

章、节、目三层次设置，以志为主，图表随文出。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简洁、流利、规范。在编写时以事为

类，以时为序，突出地方特色，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事系人，寓褒贬于记叙之

中。

五、本志记载宁冈县邮电通信的历史和现状。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重点记叙1949年以后宁冈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史实。

六、志中只录入获得县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他不在

此列；领导人名录指副科级以上干部。

七、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单位和符号的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及国家标准局有关规定执行。

八、志中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或解放前

(后)；组织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记全称，此后再次出现时可用简称；政区、机

构、官职皆用历史名称，必要时括注现名称。

九、志中所录入的邮路、杆路图只是根据《宁冈县地图》所分布的地理区域

大致绘制而成，不得用作任何界定资料。 ．．

．

十、本志资料来源，以文献档案为主，兼采口碑。在编写时一般不再注明资

料出处。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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