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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溪市邮电局是县问中心局。它既是辽宁省邮电通信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又是沈丹、溪辽、溪田干线的邮件中转局，除管辖本溪市

区各邮电分支机构外，还管辖本溪、桓仁两个县邮电局。本溪市邮

电局担负着本溪地区信息传输和邮件经转以及国际通信和沈丹国际

电缆的部分维护任务。经办的业务有z 函件、印刷品、包件、汇兑

储蓄、报刊发行、机要通信、市内电话、长途电话、农村电话、电

报、国际通信和集邮等。本溪邮政、电信网路四通八达。

早在元朝太宗年问〈公元1229年) ，本溪连山关就设有驿站。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本溪地区设有野战邮政机构，后逐步转为民

用，经营信函、包裹、汇兑、储金和电报业务。 1910年，大清邮政

奉天府邮政总局在本溪湖设邮政代办所，此为本溪地区中国近代邮

政之始。

本溪地区电信事业是随着本溪煤铁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本溪

湖煤铁有限公司于1910年在内部设置了电话交换所。 1924年中国自

办的本溪县电话局建立当时，有磁石交换机100门，其后又增设长

途交换机10门，并与奉天(今沈阳)接通电话。先后架通小市等14

处村镇电话线，总长度608公里。在小市、械厂、桥头设置交换

台，总容量160 门。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行接收邮政，大多数有民族气节

的邮政员工撤至关内。随之，日本人对本溪的邮政，完全仿照日本

国邮政的"一元化整备m 进行了整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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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本溪煤铁资源，为其侵华和殖民统治服务，于1935年至 1937

年，修建了沈丹国际地下电缆，更新了设备，在本溪湖、草河口建

立电话中继所。 份 1

、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占领本溪市区后，部分邮电设施遭

到破坏，经营管理极其混乱，本溪湖中大街邮政局因此停办。市区

电信通信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本溪解放初期，本溪市邮电局有42名职工，只有市邮电局〈溪

湖)和工源邮务所〈站前〉对外营业。邮政业务仅限于信函、包裹

两项，电信业务仅限于电报，市内电话两项，邮路总长度不足100

公里，市内电话设备只有340门的人工复式交换机，固定资产只有

十几万元。

建国初期，为了改变本溪市邮电事业的落后状况，先后开办了

16处邮电支局、所，增加了长途电话、汇兑和报刊发行业务。 1950

年，邮路总长度延伸到914公里。 1952年，新装自动电话交换机

1 ， 500门，增开了电报电路 8 路，长途电话电路 8 路。 1955年开始有计

划地改造和扩建通信网路，采取"重点建设，照顾一般"的方针，

在解放北路新建了一处1 ， 700平方米的邮政业务处理中心，调整并

新建了一些邮电支局、所，为本溪地区邮电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1958年到 1961年的"大跃进"在"左"倾错误影响下，邮电

管理体制层层下放。农村邮电一度下放给当地人民公社经营管理，

造成一些混乱，加上1960年特大洪水灾害，使得本溪邮电事业的发

展受到波折，但在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及三年调整时期，还是有了

一定的发展。这期间，架设了农村电话线路669杆程公里，创办了

电话机制造厂，安装了 6 路长话载波机以及12路电报载波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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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通信能力。到 1966年，电报电路增至 18路，长途电话电路增至42

路，邮路总长度达3 ， 029公里。 1970年，邮政与电信分设，成立本

溪市邮政局、本溪市电信局，这种管理体制又把全程全网、联合作

业的通信整体分割开来，不利于国家对通信网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

理。 1973年，市邮政局、电信局重新合并后，于1974年在站前新建

了 4 ， 5391平方米的电信业务处理中心，但当时的实际通信能力仍然

较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溪市邮电局实行了全面改革。 1983

年，经过企业整顿验收合格，试行了局长负责制，理顺了党委、行政、

工会三者关系，强化了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在机构设置、干

部任免、经济责任制、奖金分配、劳动组织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

革，使通信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这一时期，新建了地工路和

彩屯两处市话分局，并在平山市话分局引进程控电话交换机一万二

千线，长途二百线，既缓和了市话紧张形势，又开办了重点城市长

话直拨业务;同时，调整了邮政场地和汽车邮路，扩大了服务范

围，增办了邮政储蓄和报刊零售业务。到 1987年底，本溪地区邮电

职工已发展到 2 ， 119 人，拥有固定资产 3 ， 158.3 万元，年完成业务总

量 1 ， 005.6万元，业务收入1 ， 504.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 ， 585元/

人，共有邮电支局、所66处，全年进出转邮件804 ， 500袋套，邮路

总长度(单程) 4 ， 160公里，电报电路23路，长途电话电路214，路，

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41 ， 736门，话机总数26 ， 782部，城镇话机普

及率每百人为3.38部。 1979年至 1987年 8 年中，市内电话交换机总

容量每年平均增长数相当于过去30年每年平均增长数的7 .4 6倍 F

长途电路每年平均增长数为过去30年每年平均增长数的4 .45倍。

1987年获"辽宁省先进单位η 和 "1986年度全国邮电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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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称号。

本溪市邮电局在本溪地区的经济建设中，通过传输信息，把社

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缩短了时间

和空间，直接或间接地给社会创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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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1 月 20 日，日本野战军邮局24所，在本溪湖开办民用业务。

2 月 10 日，日本野战军邮局在草河口、下马塘、城厂设置营业

点。

9 月 1 日，日本野战军邮局改组为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其

中24所改为本溪湖支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6 月 6 日，本溪湖支局开办电信业务。

7 月，撤销连山关驿站。

11月 1 日，日本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本溪湖支局改称本溪湖

邮便局，草河口支局改称草河口邮便局。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8 月，怀仁(今桓仁)设文报分局，隶属奉天文报总局。

1909年(宣统元年〉

8 月，怀仁设报房，架设七号铁线136公里，与通化通电报。

12月 25 日，石桥子火车站设置电信取极所(日本人经营)。

12月 27 日，本溪湖邮便局在桥头设置出张所，办理邮政业务。

1910年(宣统二年)

4 月 11 日，草河口火车站设置电信取极所(日本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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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成立桓仁电报局。

10月，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设置电话交换所。

10月 21 日，设置下马塘、连山关电信取极所〈日本人经营〉。

19T1年(宣统三年)

6 月 1 日，本溪湖邮政代办所晋升为邮政局。

11月 1 日，草河口电信取极所开办电报投送业务。

1912年(民国元年)

1 月 1 日，桥头邮政代办所晋升为邮政局。

1913年(民国二年〉

1 月 11 日，桥头、南坟车站设置电信取极所(日本人经营〉。

1914年〈民国三年〉

7 月 1 日，本溪湖邮便局开办电话交换业务。

7 月 16 日，连山关邮便局开办电报业务。

1916年(民国五年)

8 月 25 日，祁家堡火车站设置电信取极所(日本人经营〉。

1918年(民国七年)

11月 11 日，火连寨火车站设置电信取极所(日本人经营)。

1921年(民国十年)

1 月 1 日，本溪二等邮政局开办储金业务。
,-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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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民国+-年〉

9 月，桓仁电话局土建工程开始施工。

1923年(民国十二年)

6 月 30 日，本溪县行政公署委任张克明等筹建本溪县电话局。

12月 30 日，桓仁电话局土建工程竣工。

1924年(民国十三年)

1 月 10 日，本溪县行政公署委任宫锡绅为筹办电话总工程师，

胡景春为筹办电话总技师。

5 月 1 日，本溪城镇电话接通。

1925年(民国十四年)

2 月，本溪至小市开通电话。本溪县电话局改称本溪县电话总

局。

3 月，本溪至牛心台、碱厂、望城岗、石桥子通话。成立小市

电话分局。

4 月，本溪至赛马集通电话。成立碱厂电话分局。

5 月，本溪至边牛堡、田师付沟通电话。

6 月，本溪至赛梨寨、桥头通电话。成立桥头电话分局。

6 月 22 日，桥头邮政局邮差被铁道线路日本工头殴伤并撕毁邮

袋、排单等。

7 月，本溪至南坟开通电话。

8 月，本溪至下马塘开通电话。

12月，本溪至小甸子开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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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一季度，增设小市至赛梨寨p 碱厂至田师付沟 p 桥头至南坟专

用电话线。

6 月，本溪县电话总局与沈阳县接线，并在局内增设长途电话

交换机一台， 18 目两地开始通话。

1927年(民国十六年)

10月，本溪县电话总局将县街电话杆线全部更换，另立新杆，

铁线改换铜线及电缆。

1931年(民国二十年)

6 月，本溪县电话局安装短波无线电台。

" 9 .18'-' 日事变后，本溪县电话局被日本侵略军接管。

1932年(伪大同元年)

6 月，日本侵略军强行接收中华邮政，本溪境内各邮局均被接

管。

1933年〈伪大同二年〉

5 月，开办邮政储金业务。

9 月 1 日，成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本溪湖电报电话局。

1936年(伪康德三年〉

1 月 23 日，指定本溪湖、桥头、连山关邮政局为国际邮件交换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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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伪康德四年〉

10月 1 日，开办邮政生命保险业务。

1941年 (伪康德八年〉

10月，本溪湖电报电话局官原分局安装史端乔式自动交换机

1 ， 900门。

1943年 (伪康德十年)

9 月 22 日，开设彩光、柳塘邮政办事所。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9 月，日本投降后，本溪湖电报电话局，群众推选本局职员李

士英临时主持工作，至11月末，安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派电

政管理处处长王化普接收主持工作。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5 月 20 日，本溪湖中犬街邮政局停办。

12月 12 日，南坟邮政局改名南芬邮局。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6 月 18 日，本溪邮局七人随国民党军队撤到沈阳苏家屯，本溪

只留两名邮差看守局房。

6 月，在田师付成立本溪县邮局。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3 月 1 日，执行东北邮电管理局制订的《电报业务办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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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本溪县邮局迂址草河口。

4 月，实行工分制，废止米贴工薪制，工资等级为七等二十

级，最高标准一百一十分。

11月 1 日，开办工源邮务所。

1949年

3 月 1 日，成立本溪邮电局职工会。

5 月 1 日，本溪邮电局改隶沈阳邮电管理局领导。

11月 11 日，工源邮务所晋升为邮电支局，增办电信业务。

1950年

2 月 1 日，本溪邮电局定为二等局。

10月 1 日，增设德泰邮政支局。

10月 25 日，增设代家店邮务所。

11月 1 日，田师付邮务所改为邮电所，增办电信业务。

1951年

1 月 11 日，本溪邮电局行政机构由班改为股的编制。

4 月 21 日，执行邮电部制订的《邮电职工守则》、 《邮电人员飞

录用试行办法》。

7 月 1 日，调整东北区各类邮件资费，执行国内互寄平信为

800元的资费表。

本年，架设了本溪至卧龙防空线路12.6公里。

1952年

1 月 11 日，执行《职工工薪券赚家汇款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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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在工源新建1 ， 500门步进制(史端乔〉自动电话交

换机，正式开通。

7 月 1 日，本溪邮电局改隶辽东邮电管理局领导。

8 月 1 日，草河口邮电所改为四等邮电局，辖草河掌、祁家

堡、连山关邮电所P 桥头邮电所改为五等邮电局，辖南芬、代家

店、下马塘邮电所。两局均划归辽东邮电管理局直接领导。

10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本溪邮电局支部。

11月 1 日，彩屯邮政代办所晋升为邮电支局。

12月，学习推广天津电信局女话务员郭秀云创造的长途电话先

进操作方法。

12月 16 日，原抚顺邮电局管辖的八家子到花岭子乡邮网划归本

溪偏岭区，归本溪邮电局管理。

下半年，在生产竞赛中，建立了溪湖、工源、田师付三个定期

流动服务组，深入工矿宿舍接收邮件和汇款。先后在主要厂矿建立

了九处社会报刊发行站，聘请了 139名发行员，这是依靠社会力量

推广报刊的开始。同时在农村各区接管了乡邮工作，初步整顿了乡

邮网路，使邮件贯通到各行政村，并将早班员改称乡邮员。

1953年

2 月 11 日，邮电部发出"关于纠正业务经营中的偏向"的指

示，本溪邮电局和全国一样开展了群众性的纠偏运动，着重解决业

务经营中的强迫摊派错误。

9 月 25 日，长途站安装了本溪至沈阳音端机一部。

10月 19 日，本溪市战备通信工程(头道岗 042甲防空洞〉竣工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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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 日，本溪邮电局新装供电式长途电话交换机工程竣工。

12月 11 日，草河口机务站战备迁移工程 (53-602-111乙〉竣

工。

本年，石桥子邮政代办所改为自办机构，增设张家堡、联营公

司两个营业处，撤销北甸子邮政代办所。

1954年

5 月，学习推广锦州长途中心站线务员许兴柱创造的"长

途线路维护法"。

7 月 1 日，本溪邮电局改为本溪市邮电局，改隶辽宁省邮电管

理局领导。

12月，草河口邮电局降为邮电支局，划归本溪市邮电局领导。

12月，联丰街邮电职工住宅工程竣工，为二层砖木结构， 40 

户，面积997平方米。

本年，建立"一长制"和生产区域管理制度。

1955年

3 月 21 日，歪头山、火连寨两处邮政代办所改为自办机构，成

立歪头山邮政营业处，火连寨邮政营业处。

7 月 1 日，原本溪市邮电局所属甜水邮政代办所划归辽阳邮电

局管辖。

10月 24 日，辽宁省邮电管理局核定本溪市邮电局为二等邮电

局。

11月 16 日，增设偏岭、清河城、柳塘、明山、团山五个邮电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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