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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党、政、军各机关均建立了独立的

交通组织，担负着各自系统内的交通联络任务。与此同时，具备普遍性和群众

性特点的报刊发行网也在太行根据地广泛建立起来。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

形势的逐步稳定，中共的政权建设也不断加强，推动这些分散的交通组织集中

起来，并与发行网相互融合，实现了交通工作的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民邮

业务得以拓展，有资寄递开始实行。民邮业务的开办不仅为根据地广大军民

的通信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交通工作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各项事业的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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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邮，指面向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办的邮政服务。此说法最早见于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冀太区民政厅厅长李

一清在交通局分局、县局长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引　言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政、军各机关均在太行根据地建立了独立的交通组织，担负

着传递文件信函、发行报刊、护送人员及输送物资等任务。其基本发展路径为：初期以

党内交通的组织形式各成系统，分散自治，后逐步趋向集中和统一，实现了组织领导的

“一元化”，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民邮①业务，开始实行有资寄递，使根据地交通工作实现



了跨越式的发展。

本文之所以选择太行根据地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是中共在华北敌后创建的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的一个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曾长期驻扎在这里，领导整个华

北敌后抗战。因此，交通工作在这一地区受到高度重视，其运行实态更能反映中共领导层在

此项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策略，由此更容易把握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交通工作

的主观走向及特点。目前，学界对于太行根据地交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党内秘密交通与

报刊发行两方面，鲜少对交通工作的整个发展脉络及演变特征等做出全面的阐述和分析。①

换言之，中共在太行根据地主导之交通工作，经历了何种发展历程，才实现了由分散趋向统

一，继而开拓出民邮业务？而民邮业务的开办对交通工作自身、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以及大众

权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与影响？这些都值得后来者进一步探究。

一、实现“统一”前的根据地交通组织概况

１９３７年九、十月间，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开辟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

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指挥部随之进驻太行区，开始领导指挥整个华

北敌后的抗日游击斗争。自此，太行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战指挥和战略要地。党、政、军各

机关成立后，通信工作必不可少。此时太行区的通信机构仅留存有为数不多的几处中华

邮政邮局，由于编制严重不足，邮路又不能贯通全区，社会一般通信尚不能维持，更无法承

担机动性强、流动性大的战时通信任务［１］１４６。因此，为适应战时需要，确保通信安全，中共

党、政、军各系统内均建立起独立自治的交通组织。如中共中央北方局组建了交通科，专

门负责机构内的通信工作，并在太古、平遥两县建立交通站，越过同蒲路封锁线，经晋绥抗

日根据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同期，在北方局领导下，太行根据地的交通体系

逐步建立起来。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后，所辖晋中、冀晋、冀豫、晋豫、

晋东南５个特委和３６个县，建立起自省委到特委再到各县委的交通体系。１９３８年３月，

中共冀豫晋省委秘书处向北方局报告，已在全省建立起比较健全的交通组织，并有了定期

的交通往来［２］８。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６日，北方局发出《关于健全交通工作的通知》，再次明确除

各级党委外，各级政府和驻地部队均要健全交通组织，以加强战时交通联系。据此，八路

军驻太行办事处设立了交通排，配置交通员３０余人，主要担负办事处同直南、豫北地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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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部队的联系。同年秋，八路军第二战区政治交通局成立，在晋东南第三、五行政区各设分

局，负责牺盟总会与牺盟中心区及山西新军政治部的通信联系，并收集日、伪情报。由于

各类交通任务机密性强、流动性大，交通局还设有专用秘密交通线和无线电台，负责护送

干部、转运军用物资和传送机密文件。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施

“讨伐肃正”计划，在铁路沿线层层设防，割断了太行区与冀南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太行根

据地也被分割成块，交通工作进入极其艰苦的时期。为打破封锁，太行区各级党委在原有

各交通线的基础上增建交通站，改不固定路线和班期为固定路线和班期，通信方式由专送

直达改为沿站接力传递，以此扭转战时交通被分割成块的不利形势。其间，安阳、汤阴、磁

县、井陉、平东、太谷、平遥、襄垣、武乡等县增设了交通站，并通过这些站点的接力传递，重

新建立起太行区与晋察冀、冀南等根据地的联系［１］３。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山西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牺盟会成立了专署交通队，负责传递专署与太行区各县

抗日政府和群众性抗日团体之间的文件、报刊及少量党内文件。传递方式最初是由交通

员从专署驻地直接送往各县政府，再由县政府下发至区公所。在日军侵占了白晋路沿线

的城镇后，专署所辖地区被分割成东西两块，专署交通队借鉴太行区各级党委的交通经

验，将大部分交通员派驻各县增建交通站，并改直送为接力转送，同时，注重发动群众，利

用他们对人、地熟悉的有利条件辅助运邮，将交通任务化整为零，使各县、区政府间保持了

密切联系，顺利渡过了这一困难时期。

到１９３９年初，太行根据地党、政、军三大交通体系基本形成，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交通

科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９日，中共冀豫晋省委更名为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及

其领导下各地委、县委、区委的交通系统；山西第三、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牺盟会的各专署、

县政府、区公所形成的交通系统；八路军第二战区政治交通局领导的各分区、县大队的交通系

统。三大系统自建自管，独立组织。在传递方式上，按照实际需要，以半公开、秘密和武装交

通三种方式直送或接力转递。由此可见，太行根据地初期的交通工作完全延续了党内秘密交

通的特点，即以党的战时任务为中心，哪里需要便在哪里建立联络站，没有固定的班期和路

线，随到随发，单线联系。由于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复杂，单线纵向的联系方式是必要的，

可以避免出现一处遭到破坏影响一片的恶性后果。但是，随着战争形势好转，根据地逐步巩

固，这种分散自治的交通体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了。

１９３８年四、五月间，八路军经过数日激战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第一次九路围

攻，太行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地各界群众的抗战热情极度高涨，工救

会、农救会、自卫队、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

来。据１９３９年初的统计，仅太行根据地内参加抗日群众团体的人数已超过１４０万［２］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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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这些群众团体的领导，密切各团体之间的联系，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将各地委间

的纵向交通线向横向拓展，在各团体内部组建了通信队、情报网、报刊发行网等。由此，

在同一天、同一地点通常有几个单位的交通员来送信送报，不仅秩序紊乱，而且造成了

人力的严重浪费。加之此时的交通线尚未贯通全区，通信制度又不健全，导致延误、损

坏甚至丢失邮件的现象时有发生［２］２８３。无序、费时又费力的通信状况愈发不能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根据地的交通工作亟须走向集中和统一。

二、报刊发行网的创建及其推动“组织统一”的作用

在党、政、军各交通体系方兴未艾之时，太行根据地的报刊发行工作也得到了广泛而

深入的发展。在革命战争时期，党报、党刊是中共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

八路军一二九师进驻太行区的同时，便于部队所到之处散发和张贴该师政治部编印的《先

锋报》，这也是太行根据地最早出现的报纸［３］５。该报报道的内容涉及部队动态、军事常识、

生活知识、文娱资料等，丰富而生动，因此拥有众多读者。１９３８年５月１日，中共冀豫晋省

委机关报《中国人报》和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同时创刊，这是华北敌后根据地最

早创办的两份党委机关报。两报均设立了独立的发行站，并配有专职交通员负责报纸发

行，逐步将发行线路由县、区延伸至乡村。其间，两报社努力扎根群众，通过组建读者会或

读报小组为不识字的老百姓读报，并定期组织通讯员深入农村与老百姓交流，一是传达党

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指示，二是征询办报建议，由此建立起报纸与根据地群众的密切联系。

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社址位于太

行和太岳山脉中间地带的沁县后沟村。创刊后，北方局即作出指示：“应该努力使报纸

成为全华北性的机关报，帮助各地报纸与全华北加强联系，使报纸成为华北新闻文化事

业的中心。”［３］１３为实现这一目标，北方局将《新华日报》（华北版）定为间日刊，第一期即

发行１００００余份，面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紧紧围绕抗战形势和任务进行宣传和报

道。但是由于日军严密的军事封锁使交通受阻，在创办初期，该报主要在太行和太岳两

区发行，在晋察冀、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发行量较少［３］２７。

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出版和发行工作的部门是报社经理部，辖发行和交通两

科，分管出版和发行工作。报社在长治、沁源、和顺、邢台、武安、黎城设立了６个办事处，

各县设分销处，各行政村设分订处，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深入基层的发行体系［１］３。报

纸出版后由交通科先送至办事处，再由办事处送至分销处。各县党、政、军机关单位和

学校、村公所订阅的报纸，由分销处至分订处层层转递。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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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师订阅的报纸，则由报社直接分送。若路程较远，则在中途设站。站与站之间最

初为６０华里左右，每站驻１～２人接力传送，昼夜不停。后缩短为２０～３０华里设一站，

传递速度也明显加快，如沁县到长治相距２００余里，交通员往返送报只需２６小时，几乎

一天一个来回［３］２１１。由此，《新华日报》在太行、太岳两区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健全的报

纸发行网。到１９３９年年底，《新华日报》已有通讯员１００余人，读者会几十个，发行线路

也已经深入到冀南、豫北、晋察冀及晋西南等广大的敌后地区［３］２０９，读者包含党、政、军、

民各级人士。曾有一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没有一个报纸有像《新

华日报》那么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深入到敌人后方来反映抗战，组织抗战，指导抗

战。”［３］２０７虽然这一评价并不全面，但是能够反映出该报所具有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截至１９４０年初，太行区创办发行的报刊包括《胜利报》《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

报》《先锋报》《战斗》《党的生活》等计２０余种。这些报刊基本都建立了各自固定的发行

网路。报刊发行具备的普遍性和群众性的特点，为在太行区组建起一个统一的报刊发行

体系奠定了基础。首先是较为健全的运行基础。各报纸的发行线路为自上而下逐级转

递，一直延伸至学校和村庄，其机构设置更加健全，运行速度也更加快捷，从而保证报纸出

版后能够及时传递到读者手中。其次是较为良好的群众性基础。与同时期的党内交通组

织不同，报刊发行的服务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党、政、军机关和抗日团体，还包括普通民众，

他们不仅是报刊读者，还通过读者会或读报小组参与报刊建设，部分村镇的老百姓甚至担

负着报刊的传递任务，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发行工作者。由此，报刊发行工作本身和它要宣

传的内容一样，对根据地群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在《新华日报》创

刊一周年纪念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如此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３］１２可见

该报在根据地的影响力之大。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曾发文称赞：“（《新华日报》）是

在敌人铁蹄蹂躏的废墟上诞生的，并且在游击战争的流动中出版；它享有广大群众的热烈

爱戴，并能同广大群众的战斗情绪融合起来。”［３］１２这种融合不仅仅体现在战斗情绪上，也

体现在人民群众对报刊发行工作的统一认识上。事实上，《新华日报》（华北版）自创办之

日起，在各县的分销处和发行网与《胜利报》就是基本统一的［１］４，这更加增强了统一两报

组织管理体系的可能性。而上述两个方面的优势，为在报刊发行体系统一的基础上进一

步统一太行区乃至整个晋冀鲁豫边区的交通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由“分散”到“统一”的交通工作体系的形成

自１９３９年７月至１９４０年３月，晋冀豫区在粉碎了日军的第二次“九路围攻”，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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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后，太行区的斗争局面大为改观，根据地得到进

一步巩固和拓展。１９４０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

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区的黎城组织召开了冀南、太

行、太岳三地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总结两年多

来在抗日、反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根据地的建设方针。此前，冀南、太行、

太岳各根据地间尚未建立起密切联系，在日、顽夹击下，几个区域时常处于被隔断的状

态，很难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因此，会议提出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

称“冀太联办”），统一领导党、政、军群各方工作。在这一趋势下，《新华日报》和《胜利

报》率先合并，成立了《新华日报》太北①中心办事处，统一了两报的行政领导和发行网

路。太北中心办事处隶属中共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设发行和交通两科，全面负责

太行区各类报刊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办事处成立后，即在已有报刊发行网的基础上对

全区各地的发行机构作出相应调整。两报原有各办事处、分销处合并，并根据各领导机

关分布情况重新规划出５个办事处，１８个分销处。还增建了发行干、支线，各类报刊出

版后，经干、支线定时定量地输送至读者手中，并沿线代转区党委的公文和信件［４］８５，初

步建立起交（通）发（行）合一的组织管理体系。

经过充分的准备，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辖冀南、太

行、太岳３个行政区，１５个专区，１１５个县。太行区是冀太联办的直辖区。冀太联办成立

后，亟待建立起一个健全的交通体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工作局面。１９４０年９月１日，

冀太联办召开了第一次交通扩大干部会议，决定以《新华日报》太北中心办事处为基础，

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交通总局（简称“联办交通总局”），统一领导根据

地的交通和发行工作。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

事处各级交通局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联办交通总局的任务是转递党、政、军机关及抗日

民众团体的公文、信件，发行各类抗日书报杂志刊物，打通各地联络［４］１６５。自此，党、政、

军三大交通系统得以统一，“交发合一”的组织架构正式确立。总局将太行各专区与各

县的原报纸办事处和分销处统一改组为专区交通分局和县交通局，设立分局５处，县局

２７处，均由总局直接领导。分局与县局相距过远者，每隔４０华里设交通站，交通员接力转

运，当日可返回原站［１］６。在原有报刊发行网的基础上，新的交通邮运网逐步发展成型。

从组织架构和任务性质看，交通局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事务性及政治原则性的

机构。这也是战时交通机构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的外在表现为交通与报刊发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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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组织领导的统一。“统一”成为战时交通执行力和效率的保证。但是在成立初期，总

局、分局、县局及干线站的关系尚不十分明确，既懂技术又能管理的交通干部非常稀缺，

各项制度不够健全，加之根据地物资匮乏，邮运设备不足，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没能

全面打通，无法迅速形成合力。到１９４０年年底，联办交通总局的实际管辖范围仍局限于

太北区的２７个县局［１］６２。

进入１９４１年，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封锁割裂更加残酷，各项交通工作面临着更加紧

迫的局势。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冀太联办交通总局召开太行区分局、县局长扩大会议，明确

了下一步交通工作的主要任务，即健全干线，打通外线，贯穿乡线，努力保障党、政、军的通

信联系。此外，冀太区民政厅厅长李一清在会上首次提出，为加强交通工作的正规化发

展，要实行有资寄递，开办民邮业务［４］１７１。此时提出发展民邮主要有两个动因：一是统一后

的根据地交通工作已经具备了包括局所、网路等普遍而广泛的运行基础，为开展民邮业务

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交通工作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容小觑，战争局势越是严峻复杂，越需

要向群众宣传，争取群众的参与和支援，同时，亦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交通工作的受益

者，享受通信服务的权利。为完成这一目标，联办交通总局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

首先，重新划分邮区，加强行政领导。按照新的区划，太行区设５个分局，３５个县

局。各县局与分局之间沿交通干线每４０里设一站，每站设站长、收发各一人，交通员若

干。总局、分局、县局、交通站的职责权限得以明确，“局”“站”功能分离。交通局是按行

政区划建制设立的，执行政府的交通法令和政策，管理所辖范围内的交通工作并具体承

办邮件的接收。总局和分局均设有专门部门，负责接收驻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交

付的邮件。交通站则是干线交通递件转递机构，除指定站可办理接收投寄邮件外，不对

外接收投寄寄件。在紧急情况下，各级交通局可随政府部门转移，交通站则必须在固定

范围内坚持工作，这样既能保证战时交通工作的原地坚持，又能做到灵活机动，为反“扫

荡”时期的各方通信提供了保障。

其次，加强邮运网路建设。邮运网路是交通工作的基础，没有健全的邮路组织，邮件

就无法传递。联办交通总局一成立，便着手组建以党、政、军领导机关集中地区－太行区为

中心，辐射四方的邮运网路，并组建武装交通队，开辟通往各友邻地区的秘密交通线路。

１９４１年以后，太行区基本上形成了环线（通往各战略区的主干线）、干线（区内各专署、办

事处的交通线）、支线（环线和干线未到达的县与环线、干线相连接的线）、乡邮线（县到区

村的交通线）４种交通线路相结合的邮运网路，并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扩大。

再次，为改进技术，联办交通总局建立了干线站转递制度和营业报表制度。此前，

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各机关、部门分别制定一套办法，执行起来混乱无序，时常一站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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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全体受阻。加之人手不够，隔一日一发，导致邮寄速度下行快、上行慢。新的业务制

度陆续出台后，各路局、站按照固定的出发与收件时间，一日一发，同时辅以收发文簿、

凭单、封单、联单等表格制度，上下紧密衔接，加快了转递速度。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虽然距离完成民邮建设的目标尚远，但是根据地的交通机构得到了

充实，邮务技术和工作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邮运速度也有所加快。据统计，１９４１年２月至６

月间，太行、太岳两区共转递统封１０万余件，平均每天转递６６０件。此外，转递报纸２０万至

１００万份，其他各类宣传品累计２０万件［１］６８。太行根据地的交通工作逐步步入正轨。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日，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鲁西根据地合并，正式成立了晋冀鲁

豫边区政府。同期，冀太联办交通总局改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交通总局（以下简称边区

交通总局），内部设“一室三科”，即秘书室，交通行政科、业务管理科和供给科，行政领导

分工更加细化，所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为了加强统一领导，遵照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决

议，边区交通总局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太行区分局由５个增为６个；县局增加１处，共

３６个；交通站增至４６个；秘密联络站４个，由县局直接领导；全区交通干部达到一千余

人［２］８１。根据地交通工作进入全面推进民邮建设时期。

四、推进民邮建设的努力及其影响

边区交通总局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交通工作的任务是“寄递党、政、军、民机关、团体

及人民群众的公文信件，发行书报，办理汇兑，转递包裹”［１］２５４。由此，民邮建设的方向

与内容正式确立下来。自１９４２年初，太行区各级邮政部门开始为开办民邮业务做准备。

然而，这一年正值太行区遭受日军疯狂“扫荡”之际，根据地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太行区交通局围绕“一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的总目

标在全系统精简人员，全区交通干部由原来的１０００余人减至６５０人。此外，采取“局兼

站”的办法缩减机构，３６个县局减至３２个，４６个交通站减至３９个。在３２个县局里又有

１８个“局兼站”，其中干线“局兼站”９个［１］７７。

机构与人员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干线运转。为弥补人手不足，干线中的九个“局兼

站”都固定了任务，建立了站站分发制度，并予以拆包分发权利，减少了绕路误时之弊。

同时，取消了一些重复的、不必要的站点，并增添新的支线，使站点的配置合理化。１９４２

年３月以后，这些站点的人员编制固定下来，明确了领导关系，保证了转递速度。但是，

由于“局”“站”功能合并，县局的力量有限，干线的人力又不足［４］３７８，这一时期乡邮线的

建设相对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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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边区交通总局仍为开办民邮业务做了一系列准备。不仅参照国民党中

华邮政的业务章程印发了相关业务规定，并且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筹备了邮

运工具。如用木戳代替邮戳，用木秤代替磅秤，发明了木制的封口器代替火漆封口器，

各种表格均使用麻纸，等等。为使干部职工熟悉并掌握相关业务，太行区各分局、县局

均组织了业务培训班。为扩大对外宣传，各分局、县局举行了集会仪式，张贴通告，并召

开所在地“机关首长座谈会”，说明实行有资寄递的目的，就某些事项交换了意见。这些

宣传和动员为实行有资寄递、开办民邮业务制造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太行区正式发售邮票，开始办理民邮业务。业务种类包括平信、

挂号、汇兑及包裹业务［４］９１。然而，实际情形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顺利。由于战争局势不

同，各分局实行有资寄递的日期也不同。三、四、五分局统一于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开始，二

分局是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１日，六分局是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而一分局则是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１日。

开办日期不同直接导致了各地在邮件处理上的混乱无序。在业务制度上，由于教条地

照搬了中华邮政的业务章程，未能按照实际需求作出调整，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一

部分交通人员甚至产生了单纯营业的偏向，故意造成欠资［１］７９，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同时，各机关、团体由于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利用党内交通免费传递文函，对于付资寄

递存在抵触情绪，表现出各种方式的不合作。如某县县长召集各区村干部开会命令不

用交通局送信，统一由各县政府通讯班送信；各地政府主张区村信件不贴邮票，由交通

局义务代送；有的区村为了减少花费，用洗刷后的旧信票寄信，甚至有的人认为交通局

卖信票是为了机关生产［１］８０。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交通总局经过认真研究总结，结合各方的建

议和需求，对邮政业务做出大幅度调整，以简易实用为标准重新修订邮寄章程，逐步打

开了工作局面。如将业务种类统一归并为信函、新闻纸、印刷品、包裹和汇兑５大类，并

根据实际需要将上述种类细化，创办了官署公文、抗属信件、政治传单、稿费兑换券及解

款汇兑等新型业务［４］３７８。除抗属邮件一律免费外，其他各类邮件按照降低资费的原则划

定不同收费标准，如官署公文按信函寄递，但起重高、资费低；①政治传单属印刷品，资费

较低并可优先传送。同时，简化寄递手续，如稿费兑换券业务，即报社书店付给通讯员

的稿费，只要将交通局印刷的稿费兑换券随信寄去，通讯员收到后可到各地任何一处交

通局兑取现款，十分方便。为实现全区通汇，没有汇兑资金，就由收汇局将现款封固登

记，沿线传递至兑付局。新的业务制度便利了根据地各界人士的用邮需求，有效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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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业务的普遍开展。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边区交通总局正式颁布了《晋冀鲁豫区交通

局邮寄章程》，并提出“准确、迅速、秘密、安全”的八字方针［１］３３１。章程对邮件交寄、投

递、改寄、查询，无着邮件、各类邮件之处理、责任与赔偿，邮票、邮戳、邮件种类，邮政资

费等均作出具体规定，将业务制度逐步统一起来。

在敌后广阔的农村根据地，开办民邮业务的关键在于健全区、村间的组织和机构。

为解决乡邮建设力量不足的问题，在业务制度统一后，边区交通总局开始调整干线设

施，再度将“局”“站”功能分离。上至总局，下至县局，负责组织全区的邮运网路，通过在

各行政市、镇、区、村组建邮务代办所和收发处吸收和转递民信，有效弥补了乡村邮务力

量的不足。到１９４２年年底，除游击区外，太行区各行政村的交通机构及通达线路基本建

立起来。区一级设有区邮务代办所，村设收发处，两者之间以各行政村为基点，每隔８～

１０里设立乡村交通站，上下相连、左右互通，建起全面的区村交通线。一分区３１２个行

政村全部贯通；三分区４１２个行政村到达３９６个；五分区４２４个行政村到达２９５个；六分

区２５０个行政村到达２４５个。行政村到各自然村，除边沿地区外，可到达７０％ ～９０％，

各分区大体相同［１］４８９。各行政村又设有邮政委员，同时参与村政委员会，将乡邮建设列

为村政日常议事日程。乡邮建设逐步走上全面发展道路，使深入基层、惠及普通百姓的

邮政服务成为可能。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晋冀鲁豫边区交通总局在太行区四分区平顺乡设立

了邮务代办点。当地百姓纷纷感叹，“咱们可有自己的邮政局了”，“免得一封不关紧要

的信件也要派人去送”，“这回可有制度了”［１］８４。由此看来，广大农村地区的用邮需求是

比较迫切的，而民邮业务的开展正是满足了这一需求。

据１９４２年的统计，太行区全年邮件转递量为１３７９７４０件。实行有资寄递后的６月

至１２月间，共计８４１８９８件，占全年总量的６１％。其中，平信３４８３５件，官署书文２０９０４

件，新闻纸７６０９０５件，交通公文１５５２９件，包裹４００件。同期还办理汇兑１１８１６．７０元，

售出信票１０９６６．１１元［１］８２。在各类业务中，官署公文仅占全部递件量的２．４８％，平件、

新闻纸、包裹、印刷品、交通公事、汇兑等业务量达到９７．５％［１］８２。这说明根据地的交通

局已经具备了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的性质，不仅仅是专一性的党内交通组织了。

邮政业务量的提升、业务面的扩大，大大推进了交通工作的开展。通过包括有资寄

递在内的一系列制度的落实，不仅规范了业务处理关系，而且以邮票本身作为寄递许可

证，明确了责任关系，也加快了邮件的转递速度。在邮件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规

范化操作，提高了对邮政工作的认识，在客观上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对递件处

理的责任心也随之增强，敷衍塞责的现象明显减少。调整业务章程，拓展乡村邮路等举

措，真正体现了交通部门为民服务的决心与行动。而业务范围的扩大、业务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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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实行有资寄递制度态度的转变。当然，完全接受这一制度是需要

时间的，而邮票本身即起到一种宣传作用。因此，随着交通工作影响力的扩大，有资寄

递在为民服务的同时，也逐步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和信任。

开办民邮业务对根据地的文化与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促使函购订阅成

为各书店的主要发行方式之一，加速了根据地的文化传播。根据太行区各新华书店的不

完全统计，１９４２年６月至１２月，邮购款项从５０元增至１０００元；汇兑款总计７４３３．２５元，

其中，书报汇兑款５２４６．５０元，占总量的７０％［１］８３。读者从报纸上看到有新书出版即可

通过函购书籍买到，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办到的。从业务量来看，民邮业务的开办对密切

商业关系，扩大交易范围，繁荣市场贸易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仅以阳邑县为例，半年来

的商函信件占到平信总量的５０％［１］８３。

民邮业务的开办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密切了社会关系。如寄递抗属邮件，不

仅极大地便利了抗战军人与其家庭的联系，而且鼓舞了部队的军心和士气。此外，民邮

业务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根据地邮政与中华邮政的合作关系，加强了根据地内外的联

系。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间，太行区各交通局共收递邮件５３４８件［１］１５５，基本满足了这一时

期根据地内外各界人士的通信需求。１９４３年春夏，中华邮政全部撤离太行区，由共产党

领导的各级交通局成为保障根据地人民群众通信权益的唯一机构，并一直延续至抗日

战争取得胜利［１］１５５。

结　论

太行根据地的交通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自治到统一管

理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开拓了民邮业

务。在此过程中，党、政、军三大交通体系的统一，以及“交发合一”管理体制的形成，为党

内交通向民邮的拓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在这一框架下，交通与发行工作相互融合，形成了

自上而下的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特点的邮运网路，推动邮政服务深入到乡间地头，从而对

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最根

本、最直接的影响即是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保障人民群众的通

信权利是邮政部门的基本职能，亦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抗战后期，

由于根据地内中华邮政撤离，中共领导下的民邮业务的开办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通信权

益的唯一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由此获得了平等、尊严和身份感，纷纷支持和拥护这一举

措，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赢得了民心。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民邮业务的开办可谓是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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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将战时交通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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