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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土、辉煌一笔

—写在浦东新区电话容量突破 100 万门之际

徐丙伟 马嘉勇

截止 1998 年底，浦东新区电话容量已突破 100 万门。100 万门，是浦东电话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00 万门，是浦东开发开

放的重要成果；100 万门，是上海和浦东电话干部职工无私奉献、奋力拼搏，向中国改革开放 2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八年：浦东电话无可比拟的跨越

20 世纪初，浦东开始出现电话。据统计，民国 21 年(1932 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浦东沿江和川沙县的电话容量仅为 430

门，电话一直代表着一种权势和地位，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至 1990 年末，浦东电话交换容量发展到 3.7 万门，装电话难、

打电话难的矛盾非常突出。

1990 年 4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掀开了浦东电话发展的崭新一页。八年来，浦东电话容量增长了

27 倍，电话用户数增长了 19 倍，浦东电话网布局更趋合理，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光缆数字化、业务形式多样化。语音、数据、

图像开放使用，ISDN“一线通”、DDN 数据交换、201 智能卡电话、“800”被叫集中付费、Centrex 虚拟交换机、主叫号码显示

等一大批新业务迅速发展，当今世界上许多先进的通信设备和手段在浦东率先使用，新区通信水平已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如果把浦东八年电话发展过程细分，那么前 3年是调整起步期，后 5年则是快速发展期。

三次体制调整。1991 年 12 月 30 日，经原邮电部批准，上海市浦东新区邮电局成立，它是由川沙县邮电局、上海市市内电

话局浦东区局、上海市邮政局浦东区局合并组成，是浦东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通信建设维护单位。1993 年 7 月 28 日，市邮电

管理局对浦东邮政、电信进行了分营，电信体制实行条线专业化管理，形成了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浦东新区电信业务部、电信运

行部和通信工程部体制。1994 年 4 月 8日，为调整本地网管理体制，浦东浦西合并，组建了上海市电话局，在浦东设立“上海

市电话局浦东新区局”，承担浦东电话运行维护职责。1997 年 5 月，浦东电话经营、安装、维护三项合并，统一管理。这为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拓展电话容量，提高浦东开发开放的服务水平奠定了基础。

电话机线综合改造。1994 年，原川沙局房规模小、动力设施配备不足、布局空间不适应程控设备要求制约了发展，上海市

电话局投资十几亿元，进行了专项整治改造，提高了电话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即要即装”前期会战。96 年 8、9月间，每天早上南浦大桥驶向浦东的车流中，几十辆黄绿相间的电话施工车引人注目，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驶向浦东乡村、社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通 3万户电话。短短 20 天，浦东增加了 31329 号线

电话，为以后客户从申请到安装的周期压缩在一个月之内铺平了道路。它创造了上海电话发展史上的奇迹。

经营服务方式的变化。浦东三个电话营业厅率先降低柜台高度，让客户与营业员平起平坐，平等相待，使电话营业贴近客

户。设立业务查询台、质量投诉热线电话和社会监督员队伍，接受社会监督。为了成片解决待装户，浦东电话工作人员深人开

发区、街道、乡镇开展放号一条龙便民服务，八年来，特别是 1994 年以后，进行现场放号百余次，方便了客户。1997 年在各物

业公司、居委会和电话站设立了 74 个电信业务代办点，营业服务延伸到新区各个角落。1998 年随着 ISDN 业务的发展，专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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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业务代表携带业务宣传资料走街串巷，上门发展用户。从高柜到低柜到无柜的变化，从等用户到找上门，浦东的电话经营

逐步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维护系统改革获得初步成果。1997 年 6 月 1日，浦东 112 受理中心入网试运行，改变了用户申告的人工处理方式，进入了

计算机自动处理。同年 6月 20 日，营业计算机处理系统投入运行，营业各类业务进入计算机操作。1998 年 5 月，电话交换、传

输、动力自动监控集中维护系统在金生电话站启用，用户设备终端维修计算机处理系统在 5个分局试运行，对浦东电话网的维

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维护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浦东电话提供重大活动通信保障。八年来，浦东电话积极做好每一项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受到社会好评。1996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三地直播；4月下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五国首脑访问浦东新区；10 月 12-16 日，第三届全国农民运

动会；11 月 15-20 日,96 上海全国运动会；1998 年 6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证券交易所。这每一次重点通信保障服务都得

到圆满完成。另外，为配合浦东国际机场、地铁 2号线、延安东路隧道复线、世纪大道等重大市政工程建设，进行大量的通信

配合和设备搬迁工作。浦东新区电话在浦东开发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浦东电话发展的里程碑。“八五”期间，浦东电话发展列入浦东十大重点基础建设工程。1991 年度，川沙县电话自动化全面

建成。1993 年 12 月 11 日，三林 2000 门程控开通，浦东最后一个人工交换所―三林人工交换所退出历史舞台，浦东新区电话全

部实现自动化。1993 年 12 月 28 日，东昌 10000 门程控开通，上海本地网电话容量突破 100 万门。1994 年 9 月 27 日，金桥 10000

门程控开通，上海本地网电话容量突破 200 万门。1994 年 12 月 18 日，龚路“5976”2000 门、王港“8966”1000 门纵横制割到

程控交换机上，浦东新区电话全部实现程控化。1995 年 11 月 25 日，包括浦东新区的上海本地网电话升至八位拨号。1997 年 6

月 1 日，浦东 112 受理中心―用户申告计算机系统试运行，第一个电话维护改革项目启用。1998 年 12 月 18 日，沈家宅电话站

又有 1万门程控设备将投入运行，标志着浦东电话容量突破 100 万门。

100 万门：而今迈步从头越

走过电话飞速发展的光辉历程，浦东电话容量已从最初的 3.7 万门快速增长并突破 100 万门，这是几代电话职工的奋斗成

果，也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对电信事业发展大力支持的结晶。

1995 年春节，徐匡迪市长亲临浦东电话局慰问。原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副部长周德强多次前来视察指导工作，浦东新区管

委会领导对浦东电话发展的支持关心，都极大地鼓舞着浦东电话干部职工。各开发公司、乡镇政府和企业对通信规划建设给予

积极配合和帮助。众手拱月，使浦东新区电话不断发展，形成了浦东电话规划先行、城乡一体、开放式建设的鲜明的特点，基

础电信的普及和电话新业务的开发为信息通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突破 100 万门，浦东电话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投身信息港建设，推动浦东

开发开放将是新区电话干部职工的新的追求。

（作者单位：上海市电话局浦东新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