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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为指导，力求客观地反映丽江地区通信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如实地记述通信业的建设与发展。

二、本志以丽江地区现行行政区划所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

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四县及50年代属丽江辖区的鹤庆、剑川、怒江州、迪庆州

为记述对象。上限从清宣统元年(1 909年)始，下限至2000年12月。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采用现代语体文，按章节目

编排，横排竖写，直书其事，述而不论的方式记述，力求严谨、简明、规范。

四、“人物表”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政领导职名，地区电信系

统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及地(厅)级以上机关表彰奖励的劳动模范和先进

个人，受表彰奖励或命名的先进集体载入附录。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系事，着重记述本区通信事业发展过程中大

事、要事、新事、奇事。

六、本志资料来源以《丽江地区志·邮电编》及地区电信局提供的文书档

案和相关科室提供的资料为主。



序

云南省电信公司丽江地区分公司总经理杨润海

《丽江地区电信志》经一年多的辛勤耕耘，三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版了，这

是丽江地区电信史上一件值得喜庆的大事。

丽江地区的电信事业，自清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建立丽江官电局以来，

历经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但是，在清朝末年和整个民国年间，由于受政治、经

济、文化等社会诸因素影响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的制约，区内仅

有一个官电局(后改为电报局、电信局)，员工不足10名，通信设施落后，经营

项目单一，业务清淡，发展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丽江地区通信事业逐步发展。丽江地区电信部门

的干部职工，发扬中华民族爱岗敬业，勤奋进取的优良传统，努力工作，默默奉

献。在建国51年间，丽江地区的电信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丽江地区的通信建设发展迅猛，通信能力明显

增强，科技含量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显著，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丽江地区电信志》是丽江地区电信史上第一部志书，它全面系统地记载

了丽江地区近百年的电信发展历程与现状，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

言流畅，可以说是电信系统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凝聚着全区历代电信职工

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心血和汗水，是电信系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丽江地区电信志》的问世，必将起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作用，一定能达到“服务当代，启迪后人”的目的，值此志书问世之际，

谨向丽江地区行政公署地方志办公室全体编纂人员和曾为本书收集整理提供

过资料的电信系统老职工以及支持本书编纂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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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婆丝匡垫堡：量 垫鲨 !

概 述

丽江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处在横断山脉东部，金沙江中游，地跨东经99。23’～

101 03l’、北纬25059’～27。56’之间。东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仡市，南连大理白

族自治州，东南与楚雄彝族自治州隔江相望，西北分别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

治州毗邻。丽江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大研镇至省会昆明市599公里。全区东西最大横距

为212．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213．5公里。幅员面积20603．74平方公里。山峦重叠，江河

纵横，群山环抱，盆地、湖泊点缀其间，素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征。

山地面积占92．3％，坝区面积仅占7．7％。全区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

蒗彝族自治县，共有69个乡镇、446个行政村(办事处)。2000年末全区总人口为112．7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62．9万人，占总人口的55．8％。区内世居民族有汉、纳西、

彝、傈僳、白、普米、傣、苗、回、藏、壮等lo余种。

丽江地区历史悠久，历代中央王朝先后在这里设置铁桥节度、茶罕章管民官、丽江宣

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路宣抚司、丽江府、北胜府、澜沧卫、永北府、厅、永宁府、蒗

蕖州等行政机构。因丽江地处滇、Jll、藏交汇处，是占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占道”的必

经之地。民族文化荟萃，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玉龙雪山，省级旅

游渡假区泸沽湖早已闻名遐迩；灿烂的东巴文化和纳西古乐被誉为活着的象形文字和音

乐化石，神奇的各民族风情与秀美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到

此游览观光。

丽江地区自古以来交通闭塞，电信事业的发展步履艰难。从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

建立丽江官电局以来，历经近百年的发展之路，电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条有

线电报电路发展到今天的长途光缆；从一台话传电报机发展到今天的自动转报机；从一

部手摇电话机发展到今天的程控自动电话、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长途光缆与全国、全省各地、州相连，区内各县城乡均已开通程控电话，县与县

之问，县与乡之间及至区外全部实现数字传输，移动通信漫游全球。电信分支机构遍及全

区各个乡镇，经营的主要业务有电话、电报、传真、电话电视会议、数据通信、移动市话、分

组交换、出租代维、卡式业务等。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设立的丽江官电局，仅靠一条线路通报。民国2年(1913年)，

架通由大理经鹤庆、丽江至中甸、德钦4．0铁报线一条，全长1 410杆华里。至1949年末，区

内仅有的两条电报电路因年久失修不能正常使用，电报业务量较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丽江地区的电信事业逐步发展。从1950年至1957年，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重视通信建设，把它列入与国防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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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没。相继架设了下关至丽江、丽江至永胜、丽江至

中甸、丽江至维西、永胜至华坪、剑JiI至兰坪、兰坪至碧江、碧江至福贡、贡山、碧江至泸水、

丽江至鹤庆至剑川、丽江至宁蒗、中甸至德钦等长途电话线路。到1957年底，区内长途电话

线路达15路。市内电话杆路增长到15．14杆公咀，线路长度达76公里。全区除宁蒗和德钦两

县外都普遍建立了市话业务。农村电话线路达2 184杆公里，比建困初期的1952年增长

98．75％。有线电报电路14路，无线电路4路，区内各县局都配备了短波无线电台。初步形成

了以丽江为中心的通信网，为巩固边防和开展对敌斗争，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和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为进行土地改革和工农业生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发挥r重要作用。

1958年，由于受“大跃进”影响，邮电分支机构和职丁人数猛增，并提出“电路翻一番”，

“以土代洋”，“土洋并举”等不切实际的口n．，新增长途电路9路，同时，各县邮电局挖掘潜

力，昼夜施工，加紧架设农村电话线路，至1960年，全Ⅸ农话线路猛增至7 828．7杆公里，线

条长13 731．8公里，分别比1957年增63．56％和68．16％。实现了人民公社全部通电话。但

由于脱离客观实际，肓目发展，加I二技术及维护力量的簿弱，线路事敝频繁，不仅严重影响

了通信质量而且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甚至出现了浮夸、虚假等不良现象。1962年，在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宁方针和国家邮电部关于“缩短战线，加强管理，

提高质量”的原则，在省管局的统一部署下，对区内通信设施进行了认真整顿，对长途通信

线路开展除“四害”(串音、杂音、断音、振鸣)活动，废除幻线电路；对农村电话重新明确了

县内电话机线管理范围，将公社以下的网路下放给公社自建广1管；压缩邮电分支机构，精

减下放多余人员，裁撤部分服务网点，通信建设和服务开始协调发展。然而，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又给电信通信事业带来巨大灾难，经营管理受到严重冲出。邮政电信一度分

设，后又分而复合，通信建设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内电信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和工作重

点转移，开展企业整顿，坚持以通信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在企业内部实行经济核算，经

营承包和推行现代化管理机制，效益与企qp职工的工资挂钩，奖勤罚懒，企业面貌、管理水

平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通信建设步伐加快，通信能力R益增强，电信业务小断扩展，服务手

段更加完备，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在“七五”时期完成了新建丽江地Ⅸ局、永胜、宁蒗局

综合局房10 592．7平方米，农村分支局、所用房4 390．07平方米，完成计划投资额553．42万

元；在丽江局开通日本引进的纵横制自动电话2 560线，全区市话装机容量达3 9201']，比

“六五”末期的1985年净增2 7601']，年均增K27．58％；农村电i舌装机容晕达2 3801'1，比“六

五”末期增长7．2l％；长途报话电路比“六五”末期累汁增加16路，比“六厅”末期增长

18．39％。“七瓦”期问实行汁划考核的邮电通信质量指标考核项数完成率一直稳定在90％

以上；市话酱及率达1％。1990年，伞区邮电业务总量完成235万元，为“七五”计划H标值的

118．05％，超额完成汁划目标绝对值35．94万元，“七五”时期年均增长率为8．78％；邮电通

信总量完成243万无，年均增长率为3．89％；邮电业务收入406万元，年均增长率为

15．81％。

进人90年代后，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化大生产对现代通信的客观要求日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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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为适应社会经济对通信的需求，区内各级电信部门认真熨彻党和囤家关于加强通信建

设的方钊。政策，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没”的发展邮电的方针；在狠

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企业和职上队伍素质的同时，积

极发展通信事、№，加强经营管理和基础设施建没，努力提高通信质量；深入开展“双增双

节”活动，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社会各方而的支持，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省邮电管理局

的领导下，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通信建没力度，使全区的通信设施迅速改观。在“八五”末

期，Ⅸ内长途电信设备增加，载报终端设备容量达72路，电传N,5部，分组交换节点机端口

数165"，分组交换DAD端几数16个，数字数据网节点机端口56个。长途自动交换机实占容

量351路端，其巾：程控351路端，人工交换机容量2701']，长途模拟终端复用没备容量289

路，长途数字终端复用设备容量4 380路，光纤数宁终端复用设备容量3 840路端，数字数据

DDN设备增加1台。“八五”期问，市话引进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DMs——100／200和

DMS——10型市话交换机，市话21 000线，中继线2 940线，分别安装在区内4县，并于1994

年底全部开通运行。市话用户达5 030户。1995年，全区市话扩容13 489线，中继线

3 000线，丽江更新中央处理机，适应了NO．7信令，全区市话总容量达47 269线。农村通

信建设发展迅速，全区69个乡镇中有39个开通程控电话，占总数的56．52％。

“九五”时期，是区内电信事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改革力度最大，实现历史性跨越的

时期。五年来，电信部门在省局和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抓住世界技术进步潮流和丽江

“2·3”大地震三年恢复重建的机遇，充分依靠改革开放政策，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各级党

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通过全区电信员工的共同努力，提前超额完成了“九五”

计划，使区内电信事业跃上新台阶。一足通信建设成就辉煌，通信能力成倍增长。“九五”期

间，全区电信固定资产投人2．7亿元，是“八五”的4．5倍。到2000年底止，全区交换机容

量达140 980线，是“八五”期未的6．7倍，建没本地网光缆l 124皮长公里，是“八五”期末

的4．8倍，新建生产、生活用房11 176．82平方米，实现了全区乡、镇以上交换程控化，传

输光缆化，建设开通了丽江信息港，启动了全区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工程。“九

五”期问还建成本地电话网，建成开通了连接省会城市的全区电视会议网，实现了全区交

换一体化，建成了环全区2．5GSDH光传输系统。二是通信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全区固

定电话用户达到75 718户，其中仅2000年一年的放号数就超过了“八五”末前46年的总

和。电话普及率达到7．0％，比“八五”末期的1．58％提高了5．4个百分点，市话用户数达

到55 382户，其中住宅电话达45 413部，占总数的82％，市话普及率达到35．2％，比“八

五”末期的13．05％提高了22．15个百分点。三是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八五”末期，除

全区4个县城实现交换程控化外，农村60多个乡镇多数还处于手摇把磁石交换和明线传

输手段。通过“九五”期间的努力，全区乡以上全部实现了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全区电

信网实现了从小容量到大容量、模拟到数字，从人工到自动的过渡，并实现了少局所、大容

量、一体化，具备开放智能业务条件。开通了IP电话，来电显示，200、300、800、IC卡等诸多

增值业务。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通信网，因特网相继开通。四是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九五”

期间，通过强化管理，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增长，“九五”末期，全区电信业务收人实现7 860

万元，年均增长33．2％。五是改革步伐明砬加快。“九五”期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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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逐步建立，原来的邮电部门实现了政企分开，1998年底实行了邮电分营、寻呼剥离；

1999年8月实行了移动分离；2000年8月8日丽江电信分公司挂牌成立，2000年12月

18日，实行主辅、主附分离，精干主业，组建云南省电信网信集团丽江网信有限公司。

全区电信部门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保证电信事业健康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在抓好通信建设发展的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思想政治工

作。早在50年代初期，各县邮电局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共青团。对广

大邮电职工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积极参加政治运动。60年代初期，广泛开

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活动，教育职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技术培训，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改革开放以来，坚

持不懈地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涌现出很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丽江地区邮电局和宁

蒗邮电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全区邮电系统被地委、行署评为伞区首

家文明系统。2000年，丽江电信分公司和永胜县电信局又被地委命名为全区文明单位。通

过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电信部门行风建设，培养职工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爱岗敬qk，

勇于奉献精神，增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全区电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汪和

组织保证。

回顾过去，成绩斐然，展望未来、前景广阔。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全区广大电信工作者

将并肩战斗，满怀豪情地走向光辉灿烂的21世纪。



亘婆些匡垫焦!墨 盘奎鱼 !

大事记

清

宣统元年(1909年)，由云南省电报总局工程队架设的大理至丽江电报线路完工，五

月，丽江设立电报局通报。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丽江建立官电局，直属云南省电报总局，为R面江地区近代电

信之创始。

民 国

民国2年(1913年)，架设由大理经鹤庆、丽江至中甸、德钦4．0铁报线一条，全长l 410

杆华里。

民国2年(1913年)4月，丽江官电局改称电报局。

民国31(1942年)，丽江电报局装设无线电台1部，为手摇发报机。

民国33年(1944年)4月，丽江电报局定为五等电报局。

是年7月1 Il，云南电政管理局改为云南电信管理局，丽江电报局也相继改为电信局，

经营电报、电话业务。

民国34年(1945年)5月1日，云南电信管理局改为交通部第五电信管理局，丽江改为三

等乙级电信局。

1949年

7月1日，丽江邮政、电话两局有36人。

7月，丽江县政务委员会在中华民国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丽江电信局。

9月，丽江县政务委员会在中华民国时期邮政、电信机构的基础上，重新组建邮政、电

信两局，下辖分支机构基本不变。

1950年

2月，省电信局线务工程队修复下关通往鹤庆、丽江的电报线路，恢复鹤庆、丽江至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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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电报通信。

6Jq，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云南省军区以十四军通信营为主，邮电部门参

加，在滇西工委领导下，成立巾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滇西交通局(没在大理)，下设两

个架线队，架设援藏通信线路，由围家投资架设了下关经大理、洱源、剑川至丽江，丽江至

巨甸的线路。

8Yi，下关至丽江长途线路架通，丽江始有长途电话。

8B，丽江开放长途电话业务。

是年，丽江电信局有党员5名，与其它单位联合成立一个党支部开展组织活动。

是年，丽江地区邮电局工会组织建立。

1951年

1月，根据政务院和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关于邮电合并的指示，丽江邮政、电信两局合

并，成立丽江邮电局。

3月，丽江专区邮电行业执行中央政策，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邮电金库制财务

管理。

是年，丽江配有20|、j磁7了交换机1部，有电话机9部。

1952年

8月，丽江JF式开放长途电活业务，由丽江县邮电局营业处办理该项业务。

10月，选举产生丽江邮电局工会第一届委员会。

10月，下关至丽江开设单路载波机，于1953年初正式开通。

12月，丽江至永胜长途线路架通。

是年，在省邮电局架线上程队的帮助下，丽汀至中甸、维西、永胜、华坪、兰坪5县架通

明线电报电路。

足年升始建立市内电话。

是年，剑川至啦鸡井(兰坪)线路竣T。

1953年

1月，永胜至华坪线路竣工。

1月，R呵tl：至中甸线路竣工。

1月1 kt起，根据云南省邮电管理局的指示，将县属的邮电支局改为营业处。

4月，将成上-于1952年6月的H阿江边防区军邮支局交中心局管理。

5 J】，嘛汀邮电局改为丽7I：邮电中心支JIa。

6月1日，九河代办所由剑川局划归嘶江局。

7月，成市丽江长途线路巾心站，在此之前，丽江境内的k途线路维护工作由下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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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线路巾心负责。

12月，选举产生丽江地区邮电局工会第二届委员会。

是年，中共丽江邮电中心局支部委员会成立，有党员5人，支部书记由局长兼任。

是年，将巨甸、石鼓两局改为营业处。

1954年

7月，兰坪至碧江电话线路开工，次年8月竣上。

1955年

12月，石鼓、巨甸营业处改称邮电支局。

1956年

2月，七河代办所升格为邮电所。

4月，成立拉市海东邮电所。

5月，丽江至宁蒗线路竣工。

5月，经省邮电管理局批准，设立凉山(跑马坪)邮电支局，属宁蒗县局管辖。

7月，丽江局所属培良、奉联等邮电所相继成立。是年，永胜县局对县以下邮政代办所

实行体制改革，将邮电业务移交当地供销社代办，并建立了20个乡邮站。全区邮电分支机

构达63个(不含鹤庆、剑川两局)，其巾代办所12个。

8月，永胜至华坪线路完成单线改双线，为4．0171对。

12月，碧江至泸水线路竣工。

12月，丽江至鹤庆至剑川线路竣工。

是年，鹤庆、剑川两县划归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汀专区境内共有12个县局和一个中心

支局。

是年，鹤庆、剑川县邮电局划归大理州局。

1958年

年初，邮电系统改荸财务体制。3月，丽江专区邮电督察员办事处撤销，成立丽江专区

邮电局，为一级核算单位。

3月，云南省邮电管理局与丽江专署决定，成立丽江专区邮电局，撤销丽江县邮电局，

业务由专局兼管，对外仍挂两块牌子。

5月29日，中共丽江专区邮电局党支部成立，全区邮电系统有党员99人，其中女党员

28人。

6月，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决定，撤销丽江中心局建制，设立县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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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甸至德钦线路竣工。

是年，丽江专区邮电局团支部成立。

是年。中共丽江县邮电局支部委员会成立，有党员14人。

1月，丽汀至永胜增设4．OFl对。

1959年

1960年

12月21日，中共丽江专区邮电局总支委员会成立，隶属于专区工交党委。

1961年

7月，丽江大研镇市话扩建及改造工程开工，由省局市话工程队施工，拆除旧设备新

架电缆2．62皮长公里，于8月18 R竣1二使用。

lO月11日，中共日阿江地委决定没立丽江专区邮电局党组，党组由5名成员组成，设党

组书记1名。

是年，长途线路巾心站改称长途线路线务站。

1962年

足年贯彻“调整、充实、巩同、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区邮电系统精减下放职工88人，年

未，全区在册职工人数962人。

1964年

3月，成立丽汀专区邮电局线路维修歼灭战指挥部。

1965年

3月，丽江增设四方街邮电支局，义将大具邮电所升格为支局。

1966年

8月，在“四清”运动后期，丽江县一次就增没了白沙、金tlI、黄山、J它山、金汀、石头、红

岩、塔城、宗山等9个邮电所。是年，丽江县的邮电支局所恢复到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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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1月28日，专区邮电局被“造反派”夺取，原组织机构陷于瘫痪，局领导班子成员大都

“靠边站”。

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丽江部队奉命对专区邮电局实行军管。

是年，区内农活开始使用载波电路终端机，全区有4 J、J终端机。

1968年

5月15日，成立丽江专区邮电局革命委员会，以军、干、群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969年

1月起，线务站实行地区邮电局革命委员会领导为主，省线务总站负责业务技术的双

重领导。

12月，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丽江专区邮电局分别改设为丽江专区邮政局

和丽江专区电信局。

1972年

9月，丽江专区电信局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是年，在整党建党工作中，对“文革”期f'日J停止活动的共青团组织进行整顿，恢复重

建。专县邮电局柏继恢复共青团组织，开展组织活动。

1973年

5月，专区电信局与邮政局合为专区邮电局，原邮政、电信局核心领导小组撤销。同年

12月21日，成立中共丽江专区邮电局委员会。

9月。贯彻中央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决定，邮电体制分而复合，合并恢复为丽江地区

邮电局，所属分支机构亦同时恢复，受省邮电管理局和地、县革命委员会的双重领导。

1974年

2月，丽江至中甸DJ——12型十二路载波开通。

是年，地区邮电局恢复在“文革”中撤销的基层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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