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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满足党政军机关团体及广大民众的通信需

要，晋冀鲁豫边区建立了邮务管理总局，开展了大规模的邮政建设工作。 通过

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和科学管理等方式实行企业化经营；重视干部职工的素质

提升和权益保障工作，建立健全培训机制和工会制度；通过进行有效的政治动

员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邮政建设的进程。 晋冀鲁豫边区

的邮政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人民邮政的建立做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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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冀鲁豫边区由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个省各一部分组合而成，创建于抗日战争

时期，北起“正太”、“石德”铁路，南止“陇海”铁路的徐州———潼关段，东临“津浦”铁路

的德州———徐州段，西界“同蒲”铁路的榆次———风陵渡段［１］。 晋冀鲁豫边区内有山区、

有平原，进可攻、退可守，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解放区。

抗战结束后，为了适应和平建设的需要，中共各边区及时将战时交通组织转变并健全为

邮政组织系统，邮政建设成为解放区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１９４６ 年，晋冀鲁豫边区把抗战时期的交通局改为边区邮务管理总局。 在解放战争

期间，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逐步实现垂直领导，推行企业化经营，业务上统一管理，经



济上独立核算，建立健全了邮政通信网络，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同时，也面向社会为群众

服务，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地区的解放事业，巩固了边区政权，

为新中国人民邮政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学术界对解放战争时期边区邮政建设的研究相对薄弱。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到 ２１ 世纪初，对边区邮政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整理编纂方面，如《华北交

通邮政史料选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和《陕甘宁边区邮政史》。 论著仅有张

哲的《军邮岁月》，这是一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记述了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华

北地区的军邮建设概况。 论文仅见晚晴的《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交通邮政》和袁武振的

《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 ２１ 世纪以来，围绕此方面研究的专

著尚未出现，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仅有少数几篇，①所述内容仅对某一地区邮政发展概

况及其经验简要介绍，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如对中共邮政建设特点的研究，邮

政建设对巩固边区政权、对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对新中国邮政事业发展的贡

献等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也无关于晋冀鲁豫边区邮政建设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目

的即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充实学界对边区邮政建设的研究。

一、晋冀鲁豫边区邮政发展历程概述

晋冀鲁豫边区的交通邮政是随着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逐步建立与发展起

来的。 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年代，晋冀鲁豫各地党组织就创立了党内交通工作系统

以传递党的文件、指示和情报。 抗战爆发后，随着铁路沿线和城镇的陷落，国民政府管

理下的中华邮局绝大部分沦陷敌手，留在根据地的也逐步撤走，社会通信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着手建立自己的交通通信机构，报社逐

步建立健全发行分销系统，为统一边区交通邮政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用于传递公文、信件和报纸的机构统称为交通局。 抗战胜利之

后，中共致力于将党政交通发展为人民邮政，邮政系统开始推行企业化经营，全面发行

邮票，实行有资寄递。 １９４６ 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交通管理总

局，之后为进一步提高效率，又将邮政与路政、电政分设，将交通管理总局改为晋冀鲁豫

边区邮务管理总局［１］（下面简称“邮务总局”），同时各区的中华邮局一律并入各县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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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署、县的原交通局、站统一改称为邮政管理局、邮政局和邮站，县局局员改称为邮务

员，交通员改称为邮工［１］。 至此，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共辖有太行区、太岳区、冀南区

和冀鲁豫区四个邮务管理局。
进入全面内战之后，解放区的邮政实际上又成为战时邮政，为了适应大规模运动战

的需要，有力地支援战争，晋冀鲁豫边区组织了军事邮政及支前邮局，担负起前后方的

通信联系工作，军队打到哪里，军邮、支前邮政就通到哪里，地方邮政与军邮密切配合，
保证了战时通信任务的完成。 这一时期，边区的地方邮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战争的影响，但在邮政系统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地方邮政仍向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为新中国人民邮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 １９４８ 年，华北的广大地区均获解放，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边区连成一片，根
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边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１］。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晋冀鲁豫邮务总局与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发出联合通知第 １ 号，两局合并，成
立了华北邮政总局［２］，随后改为华北邮电总局。 至此，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

二、晋冀鲁豫边区邮政建设的特点

这一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邮政建设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实行企业化经营，
通过精简机构、缩减编制，健全邮政业务和技术制度，实行职工薪金制等一系列改革举

措，使邮政系统由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转变为自给自足、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国营企

业；第二是重视邮政干部员工的素质提升和权益保障工作，建立和健全职工轮训制度和

职工会制；第三是注重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即开展大规模的提高速度、为民立功运动，
充分调动邮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使邮政工作提速增效，支援了前线和土

改运动，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边区邮政建设的发展。
（一）实行企业化经营

在解放战争时期，走以邮养邮、自力更生的企业化道路是冀鲁豫边区邮政建设与经

营管理的一次重大改革。 在此之前，各边区的交通邮政都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通讯单位，
任务只是传递机关文件，一切经费与财物开支都是向领导机关统领报销，不对外营业，
也无业务收入。 而实现企业化则意味着邮局不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不再依赖政府

供给维持运营，而是作为国营企业，以科学的方法和企业的精神来管理经营和建设。 邮

政开支来源于邮政收入，实行统一核算和调度；通过科学管理、精打细算和提高技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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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来创造利润收益，为邮政建设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１］。
正如当时董必武在华北交通会议邮政小组的讲话中指出的，“邮政经营过去一般是

机关化，今后非企业化不可，现在虽然一下是不能发展为完全的企业化，不过要慢慢向

这方面发展” ［１］１４８。 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也指出，“我们过去长期处在游击环境，生活

于机关，仰赖于供给，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计算和管理，因此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等的

浪费甚为惊人，本着改进工作、建设邮政、服务人民的精神，必须坚决地予以扭转” ［２］３０８。
因此，从 １９４６ 至 １９４８ 年邮务总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推动邮政事业向

企业化方向发展，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对邮政系统进行了改革和完善：
第一，精简机构，缩减编制。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为了支援前线、争取早日胜利，晋冀鲁豫边区上下都开始精简

机构，提高效率，厉行节约。 边区的邮政建设和发展，也迫切需要精简减少层级，加强管

理，精确计算，增收节支，以推进邮政的企业化经营。
经过 １９４６ 年的精简，晋冀鲁豫边区邮政系统减少了机构，除冀鲁豫，其他各区取消

了分局，由区局直接领导县局；减少了站，调整了线，加快了速度。 如，“太行原有 ４６ 个

站，精简后只剩下 １２ 个，而少一个站速度上就快 １ 天，如由晋城到沁源，原来要花费 １０～
１５ 天的时间，经过调整 ５ 天就可到达。 在人员工具动力上，全区原有 ５ ３０４ 人，精简后只

有 ３ ２８２ 人，减少了五分之二，而工作效率则提高了 １～２ 倍” ［２］２９０。 到 １９４７ 年，边区邮政

共取消分局 １７ 个，太行太岳 ８７ 个邮站合并了 ６０ 个，全边区原编制共 ５ １９５ 人，减为

３ ４２０ 人，减少近 ２ ／ ５。
精简之后邮局的组织更加健全、更加精干，在战争时期能够更加灵活机动地应对突

发情况。 更重要的是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干部员工都能各司其职，分工细密准确

又灵活可变，克服了过去混乱和机械的缺点，解决了劳逸不均、人浮于事的问题。
第二，健全邮政业务和技术制度。
为提高边区邮务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自 １９４６ 年起，边区开始全面统一与改进各项

业务规章制度。 首先根据形势发展，及时修订并颁发了新的邮寄章程，同时修订了各项

业务规章制度，编发了业务技术制度丛书，统一了各项制度与业务表册。 同时，根据邮

寄章程和实践经验，进一步规定了各项业务的具体制度；统一了每项业务的收寄、封发、
经转、接收、开拆、兑取与投递的业务处理手续；明确各种表册、戳记的填写、粘贴、编号、
装发与盖用的作业规格、次序与要求；提出预防差错的措施，每项作业的注意要点与差

错处理办法［２］。 新邮寄章程与业务技术制度丛书的颁发与贯彻，迅速有效地统一了各

业务规章制度，显著提高了作业效率和水平，对推动边区邮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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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关邮件的寄递方面，由于处于战时阶段，为了保守秘密和保证邮件安全，边区

实行了领导机关邮件信箱转寄办法。 边区领导机关按党政军三个系统，分别变为×字信

箱第×号，一切邮件一律不再写原机关名，只写××邮局转××信箱。 信箱字头冠规定地

名，以免误转。 １９４６ 年先后统一了各项邮寄戳记，规定业务用戳记为交通公事、抗属免

费、外区邮件免费、欠资，退件和曾按无着件处理六种，军邮局另有军邮免费和烈士遗物

两种。 每种戳记的式样、盖用范围、颜色和保管责任都做了统一明确的规定。 特别强调

对交通公事和军邮等免费戳记更需严密保管与严格使用。 此外，还用各种方法改进封

口器、邮包、邮袋等邮用工具和计时方式。 各项规章制度和规定力求统一和适用［２］。
在制度建设和实施过程中，边区还开展了提高技术消灭差错运动，并对邮政人员进

行业务培训，要求每个人都要熟练自己的工作，成为技术能手，一切作业合乎规定并力

求标准化。 具体而言就是每个干部要学会并熟悉挂号、包裹、汇兑三项业务。 业务员要

做到收快、退少、发对、交清。 严格查单、验单、排单制度，有错必查，有查必报，追根到

底。 同时要学习会计技术，提高使用各种邮政工具的本领，邮票保存得好，日戳常洗，邮
称常校，不断提高饲养技术和汽车技术［２］。 在强调必须统一各项规章制度，不得擅自改

变的同时，号召员工们根据实践提出修改意见，不断创新以求实用，群策群力为邮政发

展服务。
第三，实行薪金制。
落实企业化方针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实行薪金制。 从 １９４６ 年下半年开始，薪金制

在晋冀鲁豫边区各地逐步推行，薪金制规定了邮政人员的升降和年功加俸制，按工作表

现评定等级，有升有降，赏罚分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于各局站领导来说，原来难

于解决的一些事务性问题，如生活待遇、病号医药、借故请假、不爱惜公物等明显减少，
由此在管理上更加便利，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提高邮务技术上。 实行薪金制后，人员

减少，工作效率却加强了。 因为要按照工作表现，通过民主评议来进行等级评定、执行

升降和年工加俸制度，使得每个人职责明确。 有事请假时必须找人替班，变工互助，谁
替谁工作都有情有份有往有来，由此也改善了人际关系。 员工即使有点小病也往往不

再请假，即使请假也极少逾期。 此外，自行车等邮运工具实行折价归私制度，由此减少

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冀南区是抗战胜利之后边区邮政实行薪金制最早的地区，从业务员到区管理局长

月薪小米 １８５～３６０ 斤，邮工分三等九级，月薪小米 ２３０ 斤 ～２７０ 斤。 之后太行行署也决

定邮政各局站实行薪金制。 “邮务员，站长分六级，月薪小米 １８０～ ２３０ 斤，三等县局长、
支局长及科员，一二等局长及科长各分三级，月薪小米分别为 ２４０～ ２６０ 斤，２８０～ ３０２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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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长 ３４０ 斤；邮工也分九级，月薪小米 １８０～２５２ 斤。” ［２］４３１－４３２薪金制的推行使工作效

率不断提高，节约明显，成效显著。
（二）重视邮政职工的素质提升和权益保障工作

为培养邮政专业人员，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加强邮政工作的科学管理

水平，同时为接受中华邮局、团结教育改造旧邮政人员做好准备，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

局在 １９４６ 年创办了邮政学校。 学校的教育计划是，“政治课占 ４０％，邮政业务课占

４０％，其他文化、地理及运动课占 ２０％。 政治课主要是学习形势和边区统一部署的各项

运动（三查、整风）。 邮政业务课是讲邮政各种业务，主干线的建设，开展和建设乡邮工

作，要求做到准确迅速，大力支援前线，支援土改，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英勇奋战” ［２］８５。
同时还要学习如何挂号、汇兑、邮寄包裹等新业务以及如何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邮

政学校第一期学习时间四个月，共培训了 ４５ 名县局长一级的干部；第二期培训班学期六

个月，培训方针为“储蓄干部，提高技术，改造思想，迎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３］。 太行

区则自行开办了邮政职业学校，主要是招收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年轻人，学业务、学政治、
学习革命传统。

在提高干部职工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同时，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非常重视对

邮政工人利益的保护，积极建立和完善邮务工会制度，以充分体现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

翁地位。
正如董必武所说，“工会本身作用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利益是多种的，有经济的、政

治的、文化的，现在我们的工人是我们事业的主人，邮政事业就是我们邮政职工的事

业”。 “工会在经济上要保护工人的利益。 例如工人工资问题，一个时期工资指数应高

应低，工会做调查了解，不适当处工会应向管理方面（行政上）提出意见，工人个别有困

难，要由工会解决，工会应给工人谋福利，应给创办劳动保险，工人自己储金，邮政行政

上应抽一部分基金，政府亦应补助一部分。” ［２］１４９除此之外，工会还需要对工人进行文化

教育，不仅是识字教育，还要进行业务方面的教育，使工人加入工会后能够参加事业管

理及各种政治活动（如选举）。 此外，工会要经常考察工人生活情况，对于工人的疾病或

死亡，工会要负责救济，从工人福利基金下抽用或从工人保费内开支。
邮务总局在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邮务职工会章程草案》，其中提到工

会成立的宗旨为：“１．领导与组织全边区邮政职工，积极参加边区的和平民主建设工作，
以求阶级解放。 ２．团结与教育全边区邮务职工，建设人民邮政事业。 ３．保护与提高全边

区邮务职工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利益。” ［２］２９５当时，冀南邮政职工会创办了福利性质

的合作社，帮助职工安排家务，集合大家的力量帮助困难职工，使其能够安心工作。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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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邮政职工会发动员工支援前线，“共收员工捐款五万四千八百九十元，小米一千五百

八十五斤，书籍三百四十八斤，还有鞋袜，毛巾，肥皂等慰问袋数千件” ［２］３６。 同时还发动

员工向模范邮员学习，爱护邮件，遵守制度，贯彻企业化精神，努力建设人民邮政。 在此

过程中行政领导也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助，使得各区邮政工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树立

起工会的威信。
（三）有效的政治动员：提速立功运动

为了提高邮务人员的思想认识和为民服务的热情，及时圆满地完成艰巨的邮传任

务，有力地支援前线，推进边区邮政发展，边区邮务总局深入开展了大规模的提速立功

运动。 １９４７ 年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邮务员工立功暂行条例》，将立功条件分为工作立

功条件、生产立功条件、节约立功条件、学习立功共 ７ 章 ２４ 条，对组织领导、评功记功、奖
励办法和立功条件都做了统一的具体规定。 各级都建立了评比组织，要求定期评比。
功分四等，即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 对于集体和个人（包括干部和邮工），军
邮、武交队秘密邮线邮工、干线邮站、乡邮站所有人员、职工会工作人员、杂务人员等各

类人员，以及生产节约，政治思想和业务、文化学习等各个方面都规定了具体的立功条

件。 立功条例的公布和贯彻实施，激发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了新

英雄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员工互促互助，努力工作为民立功。
同年，《保护邮工暂行条例》公布，目的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密切前后方联系，保持

邮件的速度和安全，使邮工能够畅通无阻地完成工作。 这就进一步鼓舞了广大邮务干

部和职工为民立功的斗志和热情。 邮务工作者们通过调整路线、改进班期，担多走快、
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带病上岗，邮递速度普遍全面提高，加快了边区上下的文件、命令

以及中共党报传送和群众通信，保证了前线后方的联系。 随着提速立功运动的开展与

深入，普邮、军邮、干线、乡邮及线路、班期、时限和动力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少

创造与改进逐步落实，进一步推动了边区邮政建设的发展。

三、晋冀鲁豫边区邮政建设取得的成就

内战的爆发和支援前线的需要，使这一时期边区邮政建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比如，为节衣缩食，原先为推进企业化而实行的薪金制不得不改为包干制或供给制；又
如，为了便于战时的统一管理和行动，原先的邮局垂直领导又改为邮局归同级党委和政

府领导。 这就使邮政事业的企业化进程一度受阻。 同时，因为当时一些邮务人员的业

务素质偏低、工作态度不端正以及思想认识不到位，邮务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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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不合理、班期不衔接、不爱护邮具等现象，由此导致了不少信报传递速度缓慢甚至

积压延误等。 对此，边区邮务总局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动员，通过开展提速立

功运动，统一邮政员工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前述问题在动员下慢慢

得到了纠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边区邮政建设成效显著。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晋冀鲁豫边区

邮务总局全体员工发扬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设法推进邮政事业的发

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具体如下：

（一）邮政业务的开办和扩大

１．发行邮票

邮票制度是实行企业化的第一步，除军邮免费外，一切公私信件都应贴邮票，这意

味着邮件开始实行有资寄递。 １９４６ 年，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所有邮票收入统归邮

务总局管理和掌握，邮寄各种邮件的资费由邮务总局统一规定。 晋冀鲁豫边区颁布的

新邮寄章程规定，边区邮政局所发行的邮票，暂分为以下六种：二角、五角、一元、二元、

伍元、十元。 邮票价格一概以本边区的本位币为标准。 卖邮票时，一概不许赊欠或暂

借，邮票一经卖出，一律不许出价收回［２］。 １９４７ 年，各区邮票收入 ８０％作为地方财政开

支，２０％归邮务总局，作为邮政事业建设基金［３］。

邮票的发行不仅为边区邮政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资金，同时这也是边区政权

机构存在和巩固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就为各解放区的通邮和新中国成立后各项邮资统

一奠定了基础。

２．开办新业务

全边区在努力发展原有业务的同时还积极创办新业务，增加了商务传和货样，各局

站陆续全面开办包裹业务，冀南和冀鲁豫还开办了快信。 邮务总局与冀南银行合作在

全边区开办了新的汇兑业务，冀南银行为邮局配给汇兑基金，兑付时到银行取款，所收

汇款存入银行，按活存透支办理，按日计息。 必需时可以透支，但以不超过存款和基金

的 ５０％为限，汇兑基金严禁挪为他用。 由此，原来的解款办法一律改为票汇，新的汇兑

业务迅速在全边区开办开来。 １９４８ 年还开办了邮寄粮票业务。 “凡区级以上机关、学

校、团体及工作人员持有证明均可交寄，每次限量 ３００ 斤，按挂号信办理。 并积极试办电

汇、邮转电报以及农村储蓄等，以适应需要，尽量便利群众通信。” ［２］３７９边区邮政业务的

扩展，加快了边区信息传递和商品流通的速度，便利了民众的经济往来，有力地支持了

边区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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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报刊的登记与发行

在新闻纸、杂志登记方面，１９４６ 年起邮务总局先后两次进行了整顿并根据新邮章的

内容作了详细规定，要求立券新闻纸必须向邮务总局登记，普通新闻纸必须向各区管理

局登记方为有效，各局站一律不得办理。 各种不定期或临时出版的小报、通报等，也均

不予登记。
在报纸发行方面，邮务总局大力发展《人民日报》 《新大众》等主要报刊，特别指出

《人民日报》是边区人民的主要报纸，并将发行《人民日报》作为邮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 邮务总局在在党报发行工作中明确要求：树立发行报纸是政治任务的观念，克服单

纯“代订”“代办”的消极思想；努力做到村村有报，随时征求意见，改进工作，使报纸发行

向农村、向边沿和前方广泛深入［３］。 １９４６ 年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

市创刊，每天发行一万份。 同时，邮务总局将各级邮局优先作为《人民日报》的派报社，
并悬挂“人民日报派报社”的牌子。

《新大众》则是专门为广大基层民众办的报纸，主要是为了配合土改复查运动，让民

众了解中共的大政方针。 １９４８ 年，为贯彻发展工商业政策，繁荣边区经济，各区邮局对

城市村镇公私企业尤其是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广泛宣传，在自愿原则下征订工商业报纸，
在城市着重发展《人民日报》与各区日报，在村镇则着重发展《新大众》以及各区日报［３］。

（二）邮政线路的拓展与运输工具的改善

邮政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依靠统一、组织严密、运行可靠的邮政网络系统来完成，邮
政线路的建设和运输工具的改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组

建了 ９ 条干线，即：由冀南威县至武安（当时为边区政府驻地），冀鲁豫菏泽至武安，太岳

士敏至武安三条主干线，以及太行内邱至冀南尧山，邢台至冀南南和，冀鲁豫滑县至太

行汲县，内黄至安阳，太岳济源至太行沁阳，襄垣至沁县等 ６ 条区际干线，全长 １ ０７５ 里。
之后经过努力，各区区内干线长达 １０ ０００ 余里。 邮运动力工具随着邮件量的不断增加

加以调整，在山区发展了驮班，在平原发展了自行车班和马车班，到 １９４６ 年底，已有自行

车 ５７７ 辆，牲口 ３０６ 头。
１９４８ 年为贯彻华北交通会议决定，各解放区间的通邮总干线相继建立。 经过晋冀

鲁豫边区的干线共有五条，分别是：自陕甘宁、晋绥经长治、邢台到石家庄；自晋绥经绛

南、平陵到豫鄂陕；自石家庄经衡水、龙化通山东；自邯郸通山东；自邯郸到苏鲁豫皖通

大别山。 同年 ４ 月，边区开始利用汽车、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运送邮件，边区邮务总

局与有关方面签订了载运邮件合同，并发布了火车、汽车载运邮件决定。 规定火车载运

邮件重量不限，汽车限重 ２５０ 斤，火车按每华里收费 １ 角，汽车按货运价 ２０％收费，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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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均免费乘车押运邮件。 各区利用火车汽车运输邮件均照此办理。 当时，利用火车

汽车载运邮件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它标志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形势，为邮运现代化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乡村邮政的普遍建立

乡村邮政建设是建立人民邮政的基础。 “没有乡村邮政的建设或组织得不好，就很

难将党的政策、工作命令，迅速正确与全部地贯彻所有村庄，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人民邮

政的任务。” ［２］２９９－３００在建设边区乡邮之前，党政民各有一套邮传方式，导致机构重叠，彼
此互不相关。 区村之间的邮件从抗战时期就是沿村转送，人人送信支差，有信即送，无
信等候，这种方式不仅浪费民力，而且经常出现邮件丢失、挤压、延误等问题。

晋冀鲁豫边区的乡邮建设分为县至区和区至村两段。 县至区段由县局邮工按班期

投递，各地都相同；而区至村段则要综合各区组织群众力量的方法。 乡邮建设一般有四

种方式，即：县局邮工之县干线（到区、代办所、大村镇及沿路所经村庄）；大干线邮工沿

线投递（只限路过村庄）；代办所（利用集市捎转邮件）；群众力量（区至村主要力量，如
青壮年、老少班、小学生等）。 前两种方式发挥的作用大致相当，且班期稳定，路线科学，
易于掌握，所以一般县至区与沿线投递邮件是没有问题的［２］。 最困难和复杂的是区至

村，需要组织好群众，发挥分工的力量，同时要节省民力。 组织群众进行投递的方式一

般分为以下几种：一、组织起来等价交换，包括按分计工和固定待遇两种；二、变工互助，
差役分工；三、区增设乡村交通员；四、义务邮工，使用半劳力；五、文化交通网（发行）及
报站，并发动小学生；六、专办所；七、代办所；八、边沿区及尚未组织者。 以上八种方式

都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各有侧重。
１９４６ 年晋冀鲁豫边区从县到区的乡线普遍建立，全区乡邮线约在 ６ 万里以上。 “以

全区 ２００ 个县，每县平均 ５ 个区，以每县 ３００ 里（实际上有 ７～ ９ 个区，路程有 ５００ 里以上

的）即为 ６０ ０００ 里。 以太岳一区而论，即为 １９ ４６０ 里。” ［２］２９３之后在边区开展提速立功

运动的形势下，乡邮建设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尤其是当时要使党报在深入乡村、配
合支援土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如，为了全面提高速度，冀南、冀鲁豫各县都将乡邮路

的隔日班改为逐日班；县与县乡邮路可联通的，即直接分发不再绕经干线，干线途中的

代办所之信报改由干线直接发，不再绕路发回县局经转。 在土改中，区村工作和广大群

众对于书报的需要都非常迫切，“冀南区为使乡线与干线紧密结合，加快报纸传递，许多

县的乡邮都改为下午出班，报纸到了再出发。 结果当日出班的冀南日报，当天可到区、
村的就有 １７ 个县，次日到有 １８ 个县，最远不过三天即到” ［２］４０４－４０５，由此大大提高了农村

征订报纸的数量，广大农户得以及时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县区村之间政权联系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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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

四、晋冀鲁豫边区邮政建设的深远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处于战争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技术落后，但晋冀鲁豫边区

邮务总局通过实行企业化经营，完善制度，健全机构，科学管理，使业务种类和数量不断

扩大，邮路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巩固解放

区政权、促进其他事业建设和新中国邮政建设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为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在发展地方邮政的同时，从各地邮政

部门抽调骨干力量组建支前邮局或军邮局，支援前线，随军南征北战。 晋冀鲁豫军邮局

就是第二野战军军邮局的前身。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

役，揭开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２］。 军邮局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与老区断绝

了联系的情况下，军邮局除传递军队文件、捷报、传单外，还和部队一起参加了政权建

设、筹粮筹款、运送伤员、看管俘虏以及战斗等战勤工作。 直到 １９４８ 年豫陕鄂广大地区

取得了胜利，并建立起北起陇海路，南抵长江，东抵大别山以东巢湖至徐州，西抵汉水以

西沙市至安康线，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 这时军邮工作逐渐恢复，与老区的通

邮恢复。 之后，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军邮担负了广大指战员和广大支前民工的信件和

前后方党、政、军、民上下之间的信件、公文和报刊、印刷品、政治传单等的传递。
战争时期各级军邮机构和地方邮政部门真正担负起了“联络党、政、军、民的枢纽，

沟通前后方桥梁”的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为中共赢得政治上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主要在城市，是“为国民党的军政机关、达官

贵人、资本家和大中型商业服务，一般市民和贫苦群众是很少使用的” ［５］１７７。 中共解放

区邮政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农村及边远地区的乡邮建设，方便了广大群众的信息

传递，密切了中共与基层群众的联系，普通民众成了邮政的主要服务对象，边区邮政也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邮政。
毛泽东曾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 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

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

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我们是

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６］１３８，老百姓是最现实的，他们在对比各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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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共革命。

邮政建设使中共获得了占根据地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也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

力、物力支援，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三）为新中国人民邮政奠定了人员和物质基础

由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邮政合并发展而来的华北解放区邮政事业，在组织

机构、制度建设、经营管理、业务内容、邮政网络、邮政设备、人员配备等方面为新中国的

人民邮政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华北解放区的很多邮政干部职工随军接

管新解放地区的邮政，成为这些地区邮政恢复和发展的主要领导和骨干力量。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华北各解放区邮电局合并为华北邮电总局［４］，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晋冀鲁豫

边区邮务总局局长苏幼农为邮电总局局长，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局长成安玉为副局

长。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５ 日，华北邮电总局改为华北邮政总局；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央人民政

府邮电部成立，辖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统管全国邮政、邮电；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政务

院任命苏幼农为邮电部邮政总局局长。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 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正式成立［４］，

这标志着新中国的人民邮政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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