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侯琪琳 美编 张展 责校 廖雪源

慢03 2023.12.15 星期五Slow Journalism
新闻

全国首条邮政文化街
12月10日上午，周末的督邮街人流如织，满满的邮政文化氛围成为这条街独有的标签。在邮票墙灯

箱前，游客们纷纷上前与一辆“幸福250摩托车”合影。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幸福250摩托车”是重
庆街头的“熟脸”，同时还作为交通、国防、体育训练使用。

中国邮政重庆市渝中区分公司解放碑邮政支局营业室值班长黄艳介绍，2018年，渝中区人民政府决定
对督邮街所在的“Z”字型背街小巷进行改造，通过政企合作共建的方式，中国邮政重庆市渝中区分公司参
与督邮街重建，收集整理大量文献资料，实景再现东川邮政管理局旧址原貌，并将这条邮政文化街重新命
名为“督邮街”，是全国首条邮政文化街。

“督邮”最初名“都邮”
从路口一直往里走，穿过百年督邮街橱窗，一幅幅生动的老照片将这条街的百年历史变迁娓娓道来。

你知道吗？而今我们面前的督邮街，最初其实名为“都邮”。
“旧时重庆有一条街，因此街上有官办邮局，人们就称之为‘都邮街’。后来将其进行扩建，更名为‘民

权路’和‘民族路’。”黄艳介绍，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清政府批准正式开办邮政后，此处便具有了代
颁朝廷政令、体察民情、上传下报、传递书信、办理汇票业务等功能，是当时巴蜀最热闹的街区之一。

何为“都邮”？在1937年11月20日发行的《重庆商务日报》（后改成《商务日报》）中写道：“‘都邮’为古
官名，在昔，该处曾有‘都邮府第’后改建为市街，而袭其名。”

展出数件上世纪老物件
“邮政主题的街巷我真是第一次见，感觉穿越回了过去。”来自江北区的“50后”赵阿姨和女儿坐在街前

的邮差雕塑旁拍照，随后走进了督邮街“Z”字型岔路口处的咖啡邮局，点上了两杯热拿铁。
在咖啡邮局门口的邮筒上，盘踞着一条“巨龙”。“这是还原的大清蟠龙邮筒。”黄艳介绍说，它代表的是

当时邮政官办的地位和皇权的象征。
在咖啡邮局一隅，有一个盖戳区，放满大大小小的重庆主题纪念戳，吸引不少年轻人。“发报机！”人群

中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惊呼，众人闻声齐齐看向墙角的玻璃橱窗，BD055型电传打字机、硅两瓦发报机、摇
杆式电话机……数十件上世纪的老物件呈现在眼前。

黄艳透露，这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从全国邮展淘来的，也有不少是邮政老职工、集邮爱好者捐献，才有
了如今的展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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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很新的逛解放碑方式

绿色邮筒、珍贵邮票、重庆地标纪念戳……在渝中区解放碑闹市中心的督邮街上，随处可见浓郁的邮政元素。
今年4月29日，这里新开设了一家咖啡邮局，既售卖咖啡、茶饮、甜品，也有明信片、冰箱贴、邮票纪念册等文创产品，
同时还向市民和游客提供纪念邮戳打卡服务。

许多人都不知道，咖啡邮局还曾拥有另外一个名字——“东川邮政管理局”（复建），曾是一百多年前西南地区规
模最大的邮局。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柏雨欣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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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邮街里的老古董

蟠龙邮票（图右）
大清邮政脱离海关后，

光绪皇帝御准开办“大清邮
政”，正式发行的第1套普通
邮票。邮票图案以“团花曲
蟠”，呈圆形模样“团龙”，称

“蟠龙邮票”。

上世纪60至80年代
邮政营业用的收发报机

硅两瓦发报机

大龙邮票（图左）
发行于1878年。清代海

关试办邮政时期发行的中国
第1套邮票。邮票图案正中
绘一条五爪蟠龙，衬以云彩
水浪，俗称“海关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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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除大龙邮票和蟠龙邮票位于室外，其余均在咖啡邮局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