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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盐政志>(以下简称<盐政志>)出版了，这是我市在精神文明建设

上的一件大事。

大丰是一个新置县，建县只有50多年，撤县设市才近3年，原来没有志

书。这部<盐政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地方志，它涵盖了以盐为主线的

大丰境内一千多年整个历史发展概况，弥补了无旧志的不足o

<盐政志>以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远在西汉吴王刘濞煮海为盐时，大丰

境内已有盐业生产活动。有文字记载的产盐历史迄今也有一千多年，古称

“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o其时，地处海陵监、盐城监之间的大丰地

区即属海盐的重要产区，全境煎盐亭灶遍布，先民们以煎盐为业，兼搞捕捞

渔业。而农业在元代才初见端倪，清初，西部灶区已大部分变成农业区；民

国初年废灶兴垦，又经过4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才逐渐发展成

现在全国有名的重点产棉区。工业起步更晚，只有40多年时间。大丰的古

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盐业生产发展史，是广大盐民不断同压迫剥削他们的封

建王朝和盐商斗争、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英勇顽强，不屈不挠，改造了自

然，改造了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今天，我们要继

承和发扬先民们的这种伟大精神，为实现大丰现代化而奋斗o

<盐政志>的顺利编纂出版，主要是市盐务局的领导认真负责，工作扎

实；安排了得力的主编；克服困难筹措出版经费；特别是聘请了几位老同志

出谋划策，起了重要作用。原县志办主任姚恩荣同志，年近八旬，体弱多病，

双目近乎失明，自始至终对<盐政志>的编纂工作悉心指导，并提供了他多年

留心搜集和进行过研究的重要资料。<盐政志>编纂的成功经验，值得在全

市各部门、各乡镇目前正在进行的修志工作中学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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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大丰盐政志>问世之际，我们仅代表大丰市委、大丰市政府表示

热烈的祝贺!并对热情支持<盐政志>编纂出版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绪武

同志、全国盐务局原局长刘兆才同志、江苏省盐务局原局长相恒伯同志、南

京大学严学熙教授以及盐城市盐务局和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有关同志表

示衷心的感谢!

注：郭健生，中共大丰市委书记。

李驰，大丰市市长。

1998年10月13日



序 二

，磐专V
人类利用与开发海洋资源始于渔盐。大丰自沧海淤涨成陆后的第一个产

业便是盐业。

盐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自古人开始食盐，体质增强，劳动生产力

提高，从而加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丰先民煮海为业，开辟了“色味甲天

下”的淮南盐的重要产区。

加世纪初，因海势东移，盐产锐减，特别是淮北晒盐兴起以后，淮南煎盐更

加衰落。先祖父张謇因势利导，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淮南各场，包括大丰境的

草堰、小海等场在内的广大盐商和盐民纷纷组建股份制公司，废灶兴垦，广植棉

花，盐垦兼营。从1914年起lO余年间创建的70多个盐垦公司中，大丰盐垦股份

有限公司规模最大，这是大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第一次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的重大变革，也奠定了今天大丰市行政区域的基础。与此同时，先祖父在两淮盐

政改革和盐业改进方面都曾作过精心规划和尝试，惜因阻力重重而难以如愿。

今天的大丰已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也由单

一的制盐业进入了综合利用和深化开发的新阶段。我衷心祝愿大丰人民承袭

先辈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并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当地经济的传统，在知识经济

兴起的新潮流中获得累累硕果。我想这也是我国中小县市，特别是内地县市发

展经济的思路或规律。

在即将跨入2l世纪之际，<大丰盐政志>问世了。此志翔实地记述了大丰盐

业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过程，以及盐民生活和社会风俗概貌，是一部专业史的

佳作，值得一读。是为序。

1998年6月28日

注：张绪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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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秒掐矿
两淮产盐历史悠久。西汉时，吴王刘濞立国广陵，煮海为盐。唐置海陵

监、盐城监，大丰境产盐区域属之。南宋以后，由于黄河南徙夺淮，约有700

年在靠近大丰的北边人海，丰富的人海洪水和径流中的大量泥沙，使沿海陆

地迅速向海中淤涨。因此，丁溪、刘庄、小海、草堰、白驹等盐场陆续出现，进

而成为淮盐的主要产区之一。历元、明、清三朝，大丰各场盐产均占两淮盐

产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名列榜首。盐赋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源，一

般占国家预算的一半，而两淮盐赋又占全国盐赋收入的一半，至少有三分之

一以上，故有“两淮盐赋甲天下”之说。大丰境各场盐赋又占两淮盐赋的三

分之一，由此可见，大丰境各场盐产在两淮乃至全国的历史地位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迈向21世纪的关键时刻，大丰市盐务管理局组

织力量，系统编纂《大丰盐政志>，以翔实的历史史料，记载了大丰的这段历

史，它不仅是一部盐业发展史，更是一部社会、经济发展史。它的价值远远

超过它的本身，将为后人研究历史，功过评说，文化继承，提供极其丰富而宝

贵的资料，对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振兴大为有益。

注：刘兆才，原中国盐业总公司经理、轻工业部盐务管理总局局长。

1998年5月18 E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四

虢羲关畦
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食盐与人民生

活休戚相关，与社稷之安定密切联系，至今尚无替代之物。纵观古今，历朝

历代都非常重视盐业，采取官盐政策，平衡产销，征收贡赋，使之有利于国脉

和民生o 1994年，国务院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全民

食用加碘盐，防治碘缺乏病，盐作为最有效、最便捷的载体，更显示其重要地

位。

盐业是个古老而特殊的行业。春秋时齐国实行煮盐专卖，遂致富强。

400多年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为盐，并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国用富足，吴

国遂致富强。以后的历代王朝大多采取食盐专卖政策。时至20世纪末的

今天，食盐仍是国家控制的极少数产品之一，仍然实行产销指令性计划，并

且由国家定价。

大丰与盐结下了不解之缘。沧海淤积成陆后的第一个产业，便是盐业。

大丰的历史主要是一部盐业史、盐政史。大丰从北宋开国的公元960年开

始，至公元1949年止的近1000年间，盐业一直是大丰的主要产业，盐民是

社会的主要劳动阶层。广大盐民在盐官盐商统治下历尽千难万苦，生产国家

和社会所需的食盐，为历史的延续、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奉献，所以说

煮海是大丰的根，拼博奉献是大丰的魂。

随着历史的进程，草煎盐业在大丰这块土地上已经废灶兴垦，但滩晒盐

业的崛起，盐业依然存在，现在盐业已经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后来者居上。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采取了滩晒、垫塑复盖等先进的工艺技术，劳动生产

率大大提高，万亩滩晒盐田，年生产原盐2．5万吨，与清末遍布全境的数千

副盐灶的原盐产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盐品种系列化，除原盐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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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粗盐、粉洗盐、加碘盐。大丰市盐场被国家确定为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大

丰市盐务管理局被省盐务局命名为盐政管理先进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

来，大丰盐业采取“立足盐业，振兴盐业，跳出盐业，发展盐业”的发展战略，

稳定原盐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批发供

应，不断巩固壮大主业；利用滩涂资源，依靠科技后盾，开放开拓开发多种经

营，逐步发展壮大副业，现已形成盐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沙蚕养殖、加

工、出口一条龙；海淡水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商业、服务业初具规模。综

合经济效益，名列江苏地方盐场前茅。未来的大丰盐业，将随着历史车轮的

前进，更上一层楼。

纵观古今，我们深感盐史研究和盐政志编纂工作非常重要。所幸80年

代初开始的县志征集史料已形成优势，有了成龙配套的大量资料积累，使我

们今天能看到历史的真相，这为《大丰盐政志》的编纂创造了很重要的前提

条件，在此次修志过程中，使我们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盐政志的编纂工作。

谨此《大丰盐政志》出版之际，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抚今追昔，我们深

深认识到大丰上千年盐业发展史，也是先民们的艰辛劳动，对国家和人民作

出重大奉献的创业史。今天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大丰盐业又取得了史

无前例的业绩，这与借鉴历史的创业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将继续努力，坚

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大丰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

策，为发展大丰盐业，振兴大丰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此向关心大丰盐业

事业发展的各级党政机关及部门的领导，向支持大丰盐业事业发展的各界

人士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向关心和支持《大丰盐政志》编纂工作的各

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1998年9月18日

注：朱家茂，原大丰市盐务管理局局长。

吴树建，大丰市盐务管理局局长，盐城海晶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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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大丰盐政志>，旨在将从成陆到大丰建县以前的这段历

史，以盐为线编纂成志。大丰沧海成陆后的第一个产业就是盐业，盐业一直

是大丰历史上的支柱产业。与盐有关的人和事，都是本志的编纂内容。它

的内涵与当今的盐政管理单纯负责一个地区的盐业市场管理和查处盐的违

纪案件是不可同言而喻的。

二、本志纲目按卷、章、节、目四个层次设置，遵循“横排竖写”的原则。

开篇冠以《概述>，综述提挈全志内容；结束殿以《政策法规辑存>，选录盐政

方面的重要文献。图片、数表穿插各章之中，相互印证。

三、本志划分事类，采取“事以类从”的方法。凡古今事相类而名异者，

不受其政治背景、隶属关系的限制，皆归入有关章节记述。如历代盐官与现

代盐务干部，虽政治性质相距甚远，而同为盐务管理人员则无大异。类似情

况一皆仿此，既简枝节，又去冗文。

四、本志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专业性。为地方性的专业志，取事限于大

丰范围，但全局之事与大丰盐事有关者，多方涉及，以求贯通；本志取事限于

盐业，而他业与盐业相关者，亦酌情收录。如历代盐垦、历史人物、盐区杂记

等，均列专卷分述。

五、本志据实溯源，下限迄止1997年，其重点在北宋以来的近一千年。

六、本志以多种文体并存。大事用“记”，分述事物用“志”，介绍人物用

“传”，显示形象用“图”，列记数字用“表”，附载相关史实用“录”。

七、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只为历代有助于大丰盐业发展，而有重

大影响或有显著事迹的已故人物设置专传。其余或列表录名，或在有关章、

节中，因事系人，加以记述，不设专传。

八、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但记叙古代史料，为保持历史原貌，亦引用文

言语辞，以求语能述事，辞能达意。

九、本志叙事以记述为主。凡所记叙，皆属言之有据。一事数说者，必

经多方考证，去伪存真，以昭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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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所列数字，主要取自<两淮盐法志)及盐务管理系统的统计数

字，并经反复校核，以求系统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

十一、本志时间表述，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个朝代，分别用各

朝代年序，在括号中标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建国后直接用公元纪年表述。

十二、本志计量单位的书写，为保持历史原貌，一律仍沿用历史上的单

位表述。但为便于读者使用起见，必要时作适当括注。

十三、本志为完整保存历代盐政法规及其有关重要文献，特设<政策法

规辑存>，收录原文，以传后世。

十四、本志所附古代各盐场图，系原样复制。

十五、本志引用古今文献甚多，志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志末附有<主要

参考文献及资料目录>以备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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