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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郑州人很

不习惯使用信报箱

上世纪
!"

年代以后! 郑州高

层楼房逐渐开始增加!为解决高层

楼房的投递问题!邮政局开始在城

市楼房安装信报箱"作为一种新鲜

事物!除行政区外!郑州市其他地

方的信报箱使用率普遍较低"

每天早上锻炼身体回到楼下!李

欣都会顺手打开信报箱取出当天的报

纸和信件!这个习惯已经好多年了" 如

今! 信报箱早已是郑州市民司空见惯

的日用设施!可在
#"

多年前!许多郑州

人都不接受这个新鲜事物"

郑州高楼林立的历史并不算

长!上世纪
!"

年代以后!郑州才逐

渐开始增加高层楼房" 为解决高层

楼房的投递问题! 邮政局开始在城

市楼房安装信报箱"

$%!&

年!全市共

有楼房
'&%(

幢!安装了信报箱
$'""

多个!但平均使用率只有
(!)'*

!也

许是行政区居住的多是南来北往

的人!接受新生事物较快!花园路

支局信报箱使用频率达到
%')(*

!

而较低的大学路支局! 当时只有

&&*

"

乔佩勋成为郑州邮政的第一

代邮务员" 多年来!乔佩勋一直致

力于#郑州邮政志$的编纂工作!留

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在向上扩张的同时! 郑州也开

始向四周扩张! 由于城市建设逐步

转向市郊 &当时郑州市区范围很

小'!投递员负重猛增!造成该投不

投! 托人捎转信报现象比较严重%

+%!,

年
-

月! 郑州邮政增加各支局

投递段道
&,

个!

$%!,

年下半年又增

加投递段
',

个% 截至
$%!(

年!城市

投递段道共
$.-

个% 投递段道增加

的幅度! 有力见证了郑州市区向郊

区扩张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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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根扁担两根绳!一盏马灯两只铃)的步班信差!到如今现代化武装

的邮运!中国邮政百年来发生了沧桑巨变" 历经*大清邮政+,*中华邮政+,

*人民邮政+!漫漫邮路上发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期城市故事带您

走近郑州邮政那些渐行渐远的记忆% 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任中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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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称*中华邮政+'

b£V»WéÀX9

æÅYZ[bJKL23¢£$\¹%�]9b

^_I!"%�6Ï`Å 3ab c!"%�

deb JKLfghIijkP�ÉlÇ6%

�]9bmnIYI!"%� $,, j¤Ò6É

ÊÅ

�JKLçèb��6%op�qrs

6tubQÒ6%Äbv%øcwxy»z

²4©{|3}b~[¸÷ørs%ù�©i

"ò!"b!"¸cwxø%ù�©½�Å

D�6%1L£�%ù6ý�Å cd

*�dh�1�xñ�'+b �� ', jÀ�

6��b�÷���b�Ib�£²O�b�Ib

�Ð²�|Å ������h�bl8���

�bí ¡¢£¡¤6¥¦Å

�§¨©ªb%ù�«ö÷¬ .( Àb®

Nø�bc¤8¬g $)'( ¯Àb«ö ' ¤°

�q±²³S $ ´Å �µ£�£¶·¸§ª`

xªÛY¹b«ö£º§8¯»£¼½bÓ@

¾ø.¿ÀÁÂ®Ã\^x£ÚÅ

%ù6ÿÄÅ~üÆbÇÈ3ÉÊIuj

\6/ËblLÌ�\Í�6Å ÎÏÐlÑh

Òb£§ÀÓ $,jº>Ô¶

清末一块大洋能换

-

串铜板'

bÕÄ£ÃÇÖh2×ØÅ

$%,(¤© $%,0¤b z²Ù!"ß!"Ú

±Û6ÛzvÜÝ4Db!"½¾Þ¸ßD

õî%ÄÅ+%+,¤bàá!"6âãv4Db

®äzvÝåq!"bæ2OP®Q±x>

v%õOçb3!"%�6�÷+èéêI

VªÞTëìÅ ßD%½4í¾bâãv½

_ßD%Ù¶

邮政信车'

bî¬�q%õb�8

%Äöï@VðQ!ãßDT ßVðQ½!ß

DT%ñÅ

òó¹<[b %ùõî69æôõ>Ib

ö�C÷eøbùüýúûüýþEÿÅ cdd

h�1xb o¬l8}!"#8`?xb¸

Ô$%&GÌb'v(#)*`+&xbÞ¸

+&6,�-.Å /q0�1öbij234

Æs6%ù1@56h7b89£yy�:�

¯»b;|£<|=>I%ðbVH¯?h@

»Å È¼b>jAÇ%ù689xBåCD£

SS6EFÅ

£V»WéÀX9æ6JKLb ^_I\

¹%�r��U%�6ÉÊG£HÅ

�JKLçèb!"YZ¢¦d¶+%.! ¤

+,

月
&'

日'!

!"%�]97IJ$Ë®KL

]åMNbOPr]!"%�WQÅ�dDRbK

L]åJwSÒ%Ùb TØ�<UVW6XY

�Zb [\%�]9]Ý3\¹6%�WìÖ

×b^_]_`a]bbcd+efbYg%�]

9ÿÄhpÅ YZ[¢�db!"KL]åJL

$Ëòi%Ùb\¹%�½¾$j�U%�Å

ÐiL%�]9gQk±bálmn)ob

r]%×pûqÞb %Ùr.]stSå§¨

c�uÅ +%.!¤ ++§ +�b!"%�vu½¾

wµ%ÄÂÃì×£óôì×Å

JKLÁ#�bYZ!"/Ûb!"%�]

9�xCÙyF%��V£%Ä£ðñzbvL

È3P{Vf|yF}~ÿ�£�yF%�T b

¿�l%��V������Å

+%.% ¤ +, § + �b �U\¹Uò<`±

ÛT�2�b++ § + �2�%�Wb vu��

%���3V�<\¹%�T b`G�x��q

V�U%�T Å¿%�]9�}8@��Gò�

�G6��b'�U%��CD65ù£Æs£

��z��Î3%×S£%îSò%õSzÅ

H¤ %, Io�6���Ç\L!"%�

ÙMN\S�¤��>6£�Å æ3��<6

�|%×SbP�� �H237\¡6¢£Å

V¤.6%�9\b®Ic§-p6Ð¥

¦§�bò¨th@@%©6ª«Å 23\¹

%�6]9[bÿÄ6ttÚÚB�H¬GÅ T

���Ç\©Hll}~��®¯6ªt

`�_®>QÝ°²P±µbVc§ ! �

±º·b|��²6Ð°�³QÅ T

+%(. ¤bðQ´å/½�`©!"b!"

9ì+èbåµI>|6¶·9\b@öxv

9\b�.!"6\²¸1Å !"¬��½

_¢£%�¹ÙÚÚÚº»²¶

花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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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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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与太康路拐角处'

Ï�I£Ð�Ñ%�ÒÓ

Ôb» +%0(¤ãb!"%�_Õ�_÷Öö×b

vÏ¬¶

和二马路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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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郑州邮政创办于西大街

ß

45+6789:;<3 一根扁担两根绳!肩挑背扛腰如弓

最初运递邮件只能靠步行担挑!邮路采取分段接力的方式!因而邮路上不断上演着邮差的另类接力赛-*一根扁担两根绳!肩挑背扛腰如弓!夜路过境摇铜铃!风雨不停日夜行% +

à

提起老邮局!老郑州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弓背街+!其实!弓背街并不是郑州邮政

的始发地!郑州邮政的始发地在西大街路南% 据在郑州邮政局分管档案工作长达
&&

年之

久的董老师介绍!弓背街邮局最初是
+%.-

年郑县邮政局设立的!地址在大同路东头与弓

背街交叉口西南角% 郑州解放后!人民邮政的局址仍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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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架子车"

'

辆自行车传信件

+%.!

年
+,

月!郑州解放前夕!郑州市内仅有
.

个邮政营业点!邮政运输工具仅有
0

辆架子车和
%

辆

自行车% 据说
%

辆自行车中还有
+

辆是坏的!

&

辆用于办公!用于投递的只有
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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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内首开汽车转趟邮路

百年前!郑州因居南北之要冲!成为河南境内药材,土特产的集散地!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

棉花也都在郑州集散%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交会于此后!棉花交易更是如日中天%据说
+%+%

年上海人办

的豫丰纱厂最兴盛时有职工
(,,,

多人!对当时并不大的郑州来说!这是一支多么浩大的队伍.

更多郑州邮路的故事!请继续阅读
1,0

版

架子车拉邮件

汽车运送邮件

人工分拣

!

链接阅读

正兴街邮电局摩托车邮运情景

上世纪
!,

年代!建设路邮电局

弓背街邮政局

!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9:; !"!#< =>?/ $#@ ABC;DE?:F

!"#$ %&'(

!"#$%&

!"#$!%&'(" )*+,-.#!""#!$$$ !%!&&'()

!"!#$%&'()&*+,-./012 *!*+ 3 456& )$7 8912:;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