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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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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记者探访北京联通

西单营业厅的电报窗口，看到队伍排

成长龙，大家都在等待发出一封手写

的电报。营业厅经理吴薇告诉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这一天创下

了发电报的最高纪录——127封。而

此前，平均每天一两封是常态。

顾客人数的激增有迹可循。3

月 24 日，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宣

布，现有电报网设备已超过设计使

用年限，无法正常收发电报，从5月

1 日起全面停止杭州地区电报服

务。这也意味着，北京成为全国唯

一提供发电报服务的城市。

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电报窗口

位于营业厅内一角，四周环绕着复古

的红色装饰，“有封电报请查收”“给

爱的人发一封电报”“全国唯一电报

业务点”……各种宣传语格外吸睛。

发一封电报需要几步？窗口工

作人员介绍，顾客需在电报纸上手

写收报人姓名、联系方式、地址、报

文等信息，目前仅北京、合肥、广州、

河北、山东五地可接收电报。

至于收费标准，每个字计费

0.14元，包括收件信息和报文，自

1992年以来一直没有涨价。以记者

发送的电报为例，55字共收费7.7元。

“窗口工作人员拿到填好的电

报纸，将信息传送给电报大楼的电

报员，由他们打印、盖戳、折叠封装，

最后交由快递人员派发。”吴薇介

绍，收件人只需等待快递投送即

可。在时效方面，北京同城约两天

可收到，其他地方则无法保证。她

举例说，此前一位顾客发至山东青

岛的电报，约一周才寄送到。

近日，在北京上大学的小艺（化名）来到联通西单营业厅的电报窗口，一口气给亲人朋友发了六
封电报，累计269字，共花费37.66元。她说，之前听说杭州关停了电报服务，所以抓紧来这里体

验一下。
电报，这一盛行于19世纪中后期的通信手段，随着光纤网络的飞速发展已悄然退出日常通信。目

前，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成为全国最后一个电报业务点，近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打卡。

你发过电报吗？
探访全国最后一个电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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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还有谁在发电报？吴薇注意到，

前来发电报的以年轻人为主，也包括一些

对电报有情怀、感兴趣的中老年人。随着顾

客数量“飙升”，需加班加点处理电报业务。

她透露，“五一”假期累计受理587封电报，

发电报者基本都是慕名而来，甚至有专程从

杭州赶来的顾客，又将电报发回杭州。

在报文类型方面，较常见的是各类祝

福语和“流行梗”。大学生小艺告诉记者，

她发送的六封电报内容各不相同，比如给

父亲发送“增强自身本领”，给朋友发送

“有事速回微信”等搞怪语。由于收件人

不在上述五个收件地，小艺决定将电报寄

送给自己，之后再转交。

此前，小艺对电报最大的感知是“惜

字如金”，如“母病速归”等简短意赅的文

字。这是因为电报服务自诞生起便按字

数计费，相对于当时居民收入而言价格较

高，普通用户需“精打细算”。自得知杭州

关停电报服务后，小艺便想抓紧来打卡体

验一番。

北京市民李先生特意在女友生日这

天赶至电报窗口，发送了一首“藏头诗”，

祝福女友生日快乐，“感觉这样很有纪念

意义，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这份祝福。”

“大家之所以在通信发达的今天，还

会选择电报这种形式，实际是出于一份怀

旧的情怀。”吴薇告诉记者，有位顾客为祝

贺朋友考上研究生特意来发电报，因为

“贺电专指电报，别的都无法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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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记忆中的“电报大楼”1958年竣
工，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通信枢
纽”，如今已另作他用。 戴云 摄

北京人记忆中的“电报大楼”，虽已走入历
史，但楼内还存有早年的“电子传真机”。卢荡 摄

电报单填报模板。戴云 摄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的电报窗口。戴云 摄

记者注意到，电报窗口旁设置了

一处打卡点，摆放着电报机模型、冰箱

贴、书签等文创产品，其中一款售价29

元的电报大楼冰箱贴颇受欢迎。

始建于1958年的北京电报大楼，

位于西城区西长安街11号，是新中国

第一个大型综合通信枢纽，也曾是亚洲

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数据显

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高峰时大楼

一天的收发电报量就能达到10万封。

随着通信技术发展，为电报业务

服务了59年的北京电报大楼一层营

业厅于2017年6月15日宣布停业，唯

一电报业务窗口搬迁至位于复兴门

内大街的北京长话大楼。2022年，长

话大楼的电报窗口也关停，后搬迁至

如今的联通西单营业厅。

放眼世界，电报同样正加速退

出历史舞台：2004年元旦，电讯盈科

停止香港境内电报业务。同年，荷

兰的电报服务宣告停止。2006 年，

美国最大的电报公司西联宣布终止

所有电报服务。2022 年年底，德国

邮政正式停办电报业务……

联通业务负责人坦言，目前的电

报业务并不挣钱，甚至干一单赔一单，

“但因为至今还有人在发，我们决定将

这项业务延续下来，也是为了守护大

家的怀旧情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