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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以食为天，食以盐为先。

盐业是世界最古老的产业之一。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和盐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是盐之故乡；威海地区是盐之发祥地。然而，

往事越千，沧桑几度，古老的威海盐业竟没有一部专业志书传世，

诚属憾事。， 。

古语日：．“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后，政通人和，

百业俱兴，改革开放使威海盐业焕发出无限生机，呈现出一派昌明

盛世的景象。特别是1987年地级威海市成立以来，市政府设立了威海

市盐务局，从而使全市盐业管理走上了正规，面貌焕然一新。在此

大好形势下，我们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于1990年4月成立了《威海

市盐业志》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本志书。在各方大力支持下，

前后历时两年半时间，终于完成了威海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盐业志。

本志书共分15章，约30余万宇。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为宗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照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对威海盐业的历史和现状，‘对各个主要时期的发展过程和主要

变革事件，以及成败、利弊，都作了较为系统的、客观的、详细的

记述，这对我们制定发展规划，实行科学决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志书的编纂过程，自始自终得到省府史志办，省一轻厅编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办、省局领导及编志办、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及时指导，

得到了烟台市盐务局和本市各县(市)盐务局、盐场领导同志们的

大力支持，得到盐业战线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帮助，对此，

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盐业发展历史悠久，盐业机构几经变迁，隶属关系多次更

替，历史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加上编纂人员水平有限，因此，本志

书必然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恳望专家和读者指教，

威海市盐务局局长：乏岔嗡
1992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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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1840年，下迄1988年。特殊情况略有上

溯、下延。
．

‘

二、本志由记、述、志、传、图、表、录等组成，以志为主，

图、表随文插入有关章节之后，重要文献收进附录。

1三、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目以下视内容多寡循梯级伸

·设。大事记、概述及照片不入章节序列，依次置于卷首。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并力求规范。凡引用资料均照录原文，

注明出处。因本志属行业志书，盐业术语一概不加注释。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出现朝代纪年

时，用汉字在括号内标注。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现在的统按国家规定；过去的悉依

当时的习惯称谓，一般不作换算。

七、本志建置沿革，机构记到所属事业基层单位，领导人更迭

只记到县(市)盐务局一级。

八、本志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名录，限于篇幅，凡是县以下(不

含县)评选或授予的，皆不予列记。

九、本志所说的“威海盐区"系指威海升为地级市后管辖的文

登、’荣成、乳山、环翠县(市)区行政区域。

十、本志根据“生不立传"的通则，为本籍或外籍对威海盐业

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了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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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J铲一7

威海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古籍记载早在炎帝时代即有

夙沙部落在胶东海滨煮海为盐。威海夏、商时属青州，周为莱国地，

春秋时期，齐灵公灭莱统成齐国疆域。沿海居民受齐大兴盐利国策

的吸引，，设灶渐多，盐产日盛。至汉代已成为山东著名产地之

一——昌阳盐区，并设置专官管盐。清末以前，威海以煎法制盐。1865

年荣成张漾开始从辽宁引进滩晒技术，煎法逐渐为晒法所取代，遂

有规模较大的盐场出现。据史料记载，1930年，全市盐田已发展到

15万公亩左右。

抗日战争爆发后，威海盐区部分盐场沦入敌手，大批存盐被

掠，不少盐田弃荒停晒。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盐民与日伪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根据地内发展盐业生产，征收盐税充

裕财政，支援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8年，-全市盐田恢

复到22．82万公亩，年产原盐56868吨。原盐作为威海地区的大宗出

口商品，倾销海外，换回大量战略物资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对保证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和1949年，威海盐区由于

遇到历史罕见的海啸、台风袭击，到1949年建国前，全市盐田面积虽

一度减少到19．38万公亩左右，但年产原盐仍达7．68万吨。

新中国建立后，威海盐业生产进入有计划发展的新时期，、先后

经历了五个阶段。

I



1949,---1950年，威海盐业在全国首届盐务会议确定的“公私兼

制，按销定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方针指引下，调整了盐区布

局，文、荣、威三县(市)减转裁废盐田131626公亩，转业盐民

2518人，保留继产的盐田仅剩62184公亩。

1953---一1956年，威海盐业开始走上合作化道路。1953年各盐场

成立了互助组，1955年发展为合作社，1956年转为高级社，实现了

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7----,1965年，威海盐业处于恢复扩建时期。为解决1957年

在全国出现的原盐产不敷销的矛盾。威海作为全省的重点地区，按

照国务院“关于恢复与发展民营盐滩的指示"和省委“关于恢复与

扩建盐场的工作方案"精神，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恢复旧

滩，‘开辟新滩，到1959年，全市共复建、扩建盐田21．37)-公亩，其

中马场、安家、港头，马山4处盐场为新建盐场。

1966"-'1978年，是威海盐业全面进行盐田技术改造时期。从

1966年开始，釜场在省市盐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按照“三

化四集中刀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分期施工，

掀起了空前规模的老滩改造热潮，使盐田结构基本达到合理化，为

⋯⋯推行“新、深，长"(新卤，深卤、长期结晶)制盐工艺创造了条。。

件；并为实现工艺科学化，生产操作机械化，提质增产奠定了基础。

为了加速原盐生产机械化进程，1970年，省盐业投资新建了山东

文登盐业机械厂；1976年在省盐务局扶持下，文登、荣成盐业又自筹

资金建立起两处盐机制修企业，初步形成了盐业机械制造与维修体

． 系。这些企业生产的小型运盐车、轴流泵、皮带输送机、塑料收放

机、增氧船等产品，对支援原盐生产和开发海产养殖事业，均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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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贡献，深受各盐场欢迎。改革开放以来，威海盐机工业，通

过走内引外联、工贸结合的新路子，生产门类日益拓宽，产品品种

不断增加。目前，除一些定型产品和定点产品仍畅销全国各地外，新

开发的弹簧度盘秤、活络扳手等新产品，还远销欧美及韩国等国家。

1975年，文登县新建了华山盐场；同年，又在原高岛盐场化工

车间的基础上，扩建成文登县盐业化工厂，生产溴素、无水硝、氯

化钾，氯化镁、纯碱等产品o

1979"-'1988年，是威海盐业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全行业得到较

快发展的时期。1979至1982年，全市进一步完善了对原盐生产工艺

的技术改造，基本普及了塑膜苫盖、优深死碴、串联加卤，流动结

晶，管道输洗、一次入坨的新工艺；收、运，集、扬水，压池等主

要工序全部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职

工的劳动条件。原盐产品平均合纯96％以上，首次跨入全优盐区行

列，1983年威海原盐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出I=／东南亚地区。

随着盐业的飞速发展，原盐出现产大于销的局面，产品积压严

重，企业经营困难。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威海盐区积极开拓多种经

营渠道，认真贯彻省盐务局提出的“盐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原盐由计划生产改为以销定产，大力发展海产养殖，由副业转为主

业，列正式计划产品’’的指导思想_o各县(市)根据中央提出的“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进行了压缩调整，将部分运输条件

差，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的乡镇盐场盐田改建成养虾池；·、县

营以上盐场重点是发挥滩多水广的资源优势，开发水产养殖事业，

并大力兴办种植，饲养、食品加工，运输服务等多种经营事业。通

过这次调整，使全行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初步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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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威海盐业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坚持以盐为主，

盐虾并举，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在保证原盐稳产、优质、高产的同 ?

时，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力发展对虾养殖事业，逐步形成

了一个从虾苗繁育到饵料加工、养成收捕、加工储藏、保鲜冷运的

一条龙养殖体系，全市冷库拥有量(不含乡镇盐场)达到9座，总储

量1900吨，并建成冷运公司I处，为养殖产品保鲜冷运跟踪服务。

1984年和1985年，高岛、华山盐场分别与日本和光株式会社签

订了补偿贸易合同，引进360万美元的设备材料；全市8处县营以上

盐场对虾养殖面积由1984年的12460市亩发展到1988年14662市亩。

对虾总产量从1984年的440吨提高到1988年的1424吨，占全省盐业养

殖对虾产量的38％，平均亩产达到194市斤，体长12．41厘米，不但

在全省盐业居领先地位，在全国盐业大面积人工养虾高产地区中，

也名列前茅。1986至1988年华山盐场连续三年荣获全国水产养殖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1986年和1987年张缘盐场、高岛盐场分别荣获全

国盐业水产养殖先进集体称号；1988年高岛、华山盐场还荣获轻工

业部全国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称号和“金龙腾飞奖"。在人工养殖对

虾取得连年丰收的同时，威海市盐场开发的人工养殖海参和姜家盐

、。场试验的人工培育虾夷扇贝苗也获得成功，填补了省内空白。此外，
1

姜家盐场还利用近海优势，积极发展浅海养殖，成为全省盐业养殖

品种最多的企业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威海盐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口特别是最近几年，在中央改革开放

方针的指引下，全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全市除拥有8个

县营以上盐场和13个乡镇盐场外，还扩建了盐机厂3个、盐化厂1

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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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冷运公司1个、汽修厂1个、塑料厂1个、安装公司1个及商贸企

业8个；职工人数达414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0余名(不含

乡镇盐场)。全市盐田总面积454710公亩，其中生产面积243932公

亩。养殖虾池总面积14662市盲。1988年县属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5942．7万元；净值4971．5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4094万元，实现利

税1272．6万元，其中利润1 157．5万元口原盐质量达到全优，平均含

纯96．37％。

威海是国家较早批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地

理位置优越，发展前景广阔，全市盐业职工正在继承和发扬老一代

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不断进取，开拓前进，为威海盐业的全面振

兴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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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公元前26世纪(炎帝时代)

威海盐业起源，据《世本》一书记载，言“夙沙氏煮海为盐，，。

《中国盐政史》考：夙沙氏煮海为盐，其时在炎帝时代，地在胶东。 ：

即胶莱河以东之地区，威海属之。

758年(唐乾元元年)
．

兼盐铁使第五琦创榷盐法，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政策，

并立亭户之法。凡籍归亭户者，即专事制盐，免其杂徭。此为灶农

分野之始。

I
762年(唐宝应元年) 1

I

盐铁使刘晏对第五琦的榷盐法进行了改革，实行就场专卖制。

在制盐技术，运销方法、缉私护税、平衡供应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黪删]
一

的相应措施，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商民称善。因此，刘晏以中国

历史上杰出的理财家，而受到后人的敬仰。 4：j

1 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 }，j

苏轼任职登州，上书《讫罢登莱榷盐状》获准，改登莱二州官

收之制为民运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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