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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盐业生产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历代盐民赖以维持生

计叠也；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日服盐业t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这里就设有盐官^行食盐专卖

制度．到清代易煎为晒，原盐产量大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t^日

照盐场为滨海军区大生产基地之一，为革命战争提供了财源．因而，滨

海盐业曾有搿华北金库一、曰山东第二财库一之称。新中国诞生后．盐

业得以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为了追溯日照盐业的兴衰和盐政的成败，记述盐业生产工人艰苦奋

斗的业绩，提供历史借鉴，启迪教育后人，1983年组织起编写日照盐业

态班子，历经六年，经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编写出《日照盐业志》初

稿．i989年5月·经省盐务局、市史志办公室等单位和部分老盐业干部

进行了评审。今天。《日照盐业志》终于问世了。这是我们盐业战线

上的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代的大事。对发展我市盐业生产，促进盐业

战线的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乖历史意义。．r

在编纂《日照盐业志》的过程中，省盐务局、临沂地区哼轻公司、市

史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和盐业战线上的老领导，老职工等都给予了热情

帮助和指导，值此志书刊出之际，、谨表谢忱l

夏虚睁
一九八九年九月

l



凡 钢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和《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市盐

业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一般始于事物的源起，下限截

一 止1,988年。
一， ● ～f

三、志体结构，横排竖写，分项记述。本志共12章36节。，采用’第三入

称以语体文表达。记、志、传、图、表、录并用。 ．。‘

，‘ ‘四、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含民国时期)+，在同二章节中：’同

一朝代或年号的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在公元纪年后加注当时年号，以示

’对照． t ，：；

。

五、数字单位。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以及记数与

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均使用阿拉伯

数字。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的数字以及邻近的

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时，均使用汉字，所有数量单位均采用当

时习惯用法。
‘

{+

‘‘

六、称谓。人名只写姓名，不加称呼。地名按当时名称，变更以后

第一次出现时加娃新名称。机构名称均依当时通用名称。

七、．附录。‘书后附有与日照盐业相关的一些政策法令和规定等，以

供参考。

八、资料来源。本志资料大部来源于山东省、江苏省的档窦馆、图

书馆的档案、文献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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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公元前1 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日照盐区(当时为海曲县’)

始有盐官管理食盐的产制、运销。

△公元996年(宋，至道二年)，京东东路密州初设涛雒场，．年产

盐3．2万余石。

A1 305年(元·大德九年)，涛雒场并入信阳场；1 31 9年(延祜

六年)析置．

△1：152年(明·景泰三年)，涛雒场设司令(正七品)，司丞(正

八品)和管勾(正八品)各1员。

△1670年(清·康熙九年)，日照县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制

度。

△1 728年(清·雍正六年)，+涛雒场建“乾"、耐元一、 “亨”、

“利一、 搿贞一5处盐坨。

△1 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涛雒场除“贞”字坨区l 5面盐锅继

续煎盐外，其余各坨均实行淋卤晒盐法。

△1737年(清·乾隆二年)，涛雒场设置巡役35名。

△1 822年(清·道光二年)，涛雒场商运停办，销区居民淡食。

△l 83 2年(清．道光十二年)，信阳坛并入涛雒场。

△1 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日照，莒州、沂水、兰山f今

临沂)、费县，郯城6州县食盐行官运官销办法。

At sa 3年-(清．成丰三年)，开征盐厘。1 9 14年(民国3年)并入

盐税正税统一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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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jl，涛雒场因费、沂等县运道崎岖，不便装运，改包为袋，规

定每袋净重1 oo厅，加皮4斤(每包400#，加皮16斤)，引额不加限

制。

△5月，涛雒场废除引票，改用部颁运盐执照，实行就场征税放
_

销，自由买卖制度。

△5月，，涛雒盐务稽核支所成立，毕禄爵(外国人)任助理员。

1 91 6年(民国5年)

△7月，涛雒盐务警察公署成立。

A1 2jl，停收涛雒小票税，实行新税率，行销临，郯、费、沂4县

之食盐每担征税1．25元，日、莒两县o．40G，渔盐o．20元。

1 91 7年(民国6年)

△1月，涛雒场销区内设立三界首、大兴镇两掣验局。9月，裁撤。

△1 2月，涛雒场取消原有1 9处正副坨，修建官坨1 o处，盐斤全部
。

归坨。

2



1 922年(民国1 1年)’
i

△12月，涛雒盐务稽核支所改为涛雒盐税征收局。

1 923年(民国1 2年)

△1 2月，涛盐行销日、莒、临、郯、费、沂6县，税率由每担

I．25元增到2元。
’

‘

‘1 927年(民国1 6年)

． △1月，渍口查验处被大刀会围攻，金口游击缉私队前赴救援。

“△4月，涛雒、安东卫盐巡无故残害群众‘，涛雒“益泰”等商号肆

意克扣运盐工人的工资。大刀会首领匡诗一率领会员6000余名，提出

∥杀盐巡、灭‘益泰M的口号，包围涛雒，由于会员被盐巡开枪打死打

伤不少，迷信信条被打破，会员士气大落，被迫撤至高兴庙一带。

1 930年(民国1 9年)

△3月，各区盐警屡有潜逃，计损失大枪1 1支，击伤代理巡官1

名。警目翟子章带枪潜逃并抢去税款235元。

△4月，，警佐张吉芙在一区纵警放私。四区巡官放私，盐警武装护

送，税局卫兵晚间便衣藏械，于涛雒西门外设伏，拿获牲口i0余头，四

区巡官畏罪潜逃。警长王连英、警佐张吉芙被撤职通缉。

1 931年(民国20年)

△2月，涛雒盐警署改组为场警局。

△5月，场警局改称税警局。 ．

， 3



1 932年(民国21年)

△1 o月13日，夜，王家滩盐警分驻所分队长方明九(中共党员)、

副分队长周维九(中共党员)率盐警40余人起义，配合日照暴动北路

义军，攻克王家滩镇。

1 983年(民国22年)

△4月1日， 涛雒场销区临、郯、费、沂4县改为自由贸易区，涛

盐与淮盐并销。

△4月，涛雒盐税征收局与淮北青口税局合并为涛青盐务稽核支

所，划归淮北盐务稽核分所管辖。

△9月，涛雒场与淮北临兴场合并为涛青场．

1 934年(民国23年)

△8月，财政部指令两淮运使核定整理淮北涛雒盐区办法。拟对荒

废停晒及不便管理之滩3 993方，铲除作废，并拨给1 5 1 86元作为恤金。

日照人民反对甚为激烈，诉之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丁出于乡情，

致函财政部长孔祥熙，表示个人感想，免民呼吁，故拖延未决。直至

l 935年(民国24年)2月，实际铲滩42,23方，发放恤金14424元。

1 935年(民国24年)

△5月1 5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核准《淮北涛青场滩户私行刮埋盐

斤暨私熬卤膏处罚办法》。

△1 o月，平毁王家滩一带乡民私设的滩池290余方。驻防韩家口之

游缉第--4'队长符学才，率士警25人移驻王家滩，专事巡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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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6年(民国25年)i
， t

△1 1月1 1日，1 7时j黑七子放盐处驻坨税警李昌源因公事结怨，突

然开枪将司秤员王宝桢及上等警王时起打死，李犯携枪潜逃后。于当晚

被抓获，14日押送日照县政府，后被枪决。
‘。

． 1 937年(民国26年)
：，

△5月8日，日照县商会、渔会等先后电陈渔盐变色影响销路。财政

部准免变色。

△冬， 4芦沟桥事变静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驻日照直属国民党

南京政府的盐务机关、税警团先后向新浦集结。日照处于混乱局面。滩

主、盐霸牟取暴利，有时盐价一天三涨。
‘

J_

．+1 938年(民国27年)

AloB，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之卢焕彩保安一旅，进

驻日照沿海一带征收盐税。 -

1 940年(民国29年) +、

△日伪政府在石臼所成立盐场公署。

1 941年(民国30年)

△春，国民党苏鲁战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一支队为解决部队的给

养困难，在王家滩北门外开掘盐田6副，面积3300余公亩。从胶州请来

师傅指导晒盐，为日照海滩哂盐之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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