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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编修《米易盐业志》这一浩大的文字工程，历时4年余，现

终于问世了。编修此志尚属首次，但经编撰人员穷搜博采，集

众多史料，汇众家之言，精雕细刻而成志，本志记述了米易地

，， 区盐业运销的历史和现状，填补了米易盐业运销史上无志之空

白，这对现实和将来都是有裨益的。

／ 通览《米易盐业志》，令人心潮澎湃。掩卷沉思，这即是一

／部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史诗，又是一幅硕果累累、五彩斑斓

／ 的画卷，它不仅折射了米易盐运事业的发展成就和规律，同时

j也反映了米易县盐业运销的教训与问题。

／ 米易建县43年来，盐业运销经历坎坷，盐运从人力背挑、骡

／马驮运，发展到用马车、汽车、火车运输；米易人民从食锅巴

／盐、帽壳盐到食用加碘精制盐，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结构。等

f等一切都表明广大盐业职工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齐心协力，不断探索，勇于进取的结果。

／ 《米易盐业志》忠于历史，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它将有助

／ 于提高盐业职工“两个文明”建设的素质，又有助于来者了解

／ 米易地区盐业发展状况，启迪米易盐业职工热爱米易，热爱米

易的盐业事业，为振兴米易盐运事业而奋发向上。

《米易盐业志》成书传世，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1



米易盐业志

，意义深远，我深信，米易盐业职工定会谱写出更加

篇。

彭正敏

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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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米易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置县，建县前，分属

昌、会理两县管辖。县境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四川省西南

，攀枝花市东北部，安宁河与雅砻江交汇区。北连德昌县，东

会理县，南接盐边，西与盐边、盐源县隔江相望。介于北纬

。42’至27。10’，东经101。44’至102。15’之间，东西最宽52．5

里，南北最长73．2公里，县城距攀枝花市80公里。1 993年

，全县幅员面积21 04平方公里，总人口18．3万人，辖2个镇，

个乡(其中民族乡9个)，1 31个村民委员会、931个村民小

。是一个主产水稻、玉米、小麦、甘蔗为主的农业县。

米易盐业支公司，担负全县人口盐的调运、批发业务，保

民用食盐、农牧和工业用盐的需要，并负责国家储备盐储存

作。

米易县无盐矿资源，食盐历来是县内主要输入商品。建县

，县内食盐由私人经营销售。建县后至1 965年7月前，食盐

务先后由县贸易公司、县联社、服务局、副食品公司管理，隶

西康省、四川省及所属的西昌专区管辖。1 965年7月后，米

盐库成立，同年1 o月更名盐业批发部，1 981年3月划归渡口

，1 984年5月改为盐业支公司。

县内食盐的销售，从未脱销，只是在特殊时期，短暂进行



窗

过定量供应。1 951～1 993年，全县商品盐销售54084．4吨，年

均销售1257．8吨。其中食盐为46 632．5吨，占销售总量的

86．23％，年均销售1 084．5吨；工业用盐3783．2吨，占销售总

量的6．99％；农牧用盐3668．7吨，占销售总量的6．78％，满足

了全县人民生活需要，促进了县内工业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运输条件大大改善。建县前和建县初、食盐运输全靠人挑

马驮，条件十分艰苦。1 957年县城至甸沙关的公路建成通车，

1 970年1 o月，成昆铁路建成通车，随着县内交通事业的发展，

1 990年，全县共有公路158条(段)，28个乡镇全部通公路，食

盐运输条件大大改善。1 993年，已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四通八达

的公路交通，县外运输靠铁路，县内原盐公路运线以米易盐业

支公司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公路盐运网络。

仓储设施完善。建县前和建县初，经营食盐均无专用仓库，

原盐与其它物资混放。1 965年～1 993年，米易盐业支公司共建

成原盐专用仓库922平方米，总投资8．2万元，能满足人民生活

及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米易支公司划归渡口盐

业分公司管辖后，根据分公司的统一安排，支公司加强了商品

流转计划，统计物价、财务、人事劳动等管理。1 984年进行了

全面整顿，1 988年后推行承包责任制，实行经理负责制，调动

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逐年提高。1 973年至1 993年，米易盐业支公司实现利润

292．13万元，年均为1 3．91万元，其中1 993年为24．88万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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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 记

1 9 51年

8月，经西康省财经委核定，盐源盐场对迷易的食盐调拨价

为每担11．80元。

1 o月1日，迷易县正式建立后，食盐业务由县贸易公司管

理。

1 9 5 3 年

3月，西昌至米易的原盐开始依靠骡马大车运输。

1 o月，西康省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食盐运销批发处制定了

川、康、滇盐的批发价和批零差率。

1 9 55年

1 o月1日，西康省政府撤销，米易盐业运销业务由西昌专

署合作事业指导处食盐批发站负责，接受四川省盐务局管辖。

1 9 57年

2月1 6日，米易县设立服务部，负责盐业运销。

3月，米易县城至甸沙关的公路建成通车，开通了西昌至米

易的公路盐运线。



—————————————1。。。。。。’。。。。————’’。。—。。。。。。1。。。。。。一

1 9 58年

6月25日，西昌专区物委首次分盐种确定米易食盐调拨价

为：川巴盐每担22．43元、川花盐18．54元、浪盐1 4．70元。

9月1日，由县商业局副食品公司管理食盐业务负责区社

供应，公社供销的食盐经营业务由区供销社管理。

11月1 o日，米易食盐零售价进行调整，最高限价为0．26

元?枣斤o

1 9 5 9年

7月，米易县城至普威、丙谷两条公路盐运线开通。

当年，四川医学院在米易抽查1 3个汉区公社，发现碘缺乏

病患病率为14％。

是年，调低食盐销价，全县平均下降幅度为4～11％。

1 9 6o年

8月1 7日，库存食盐仅2．5万斤，部分区社脱销，米易县

商业局组织248匹马突击驮运，并派专人在盐源发货。

1 o月30日，食盐库存空虚，米易县委安排44只木船、281

匹马分别从鱼蚱、盐源调运食盐。

1 9 62年

1月，县内丙谷至新河、头碾的公路盐运线开通。

1 9 65年

3月1日，四川省交通厅制定汽车盐运价每吨公里o．21

1Ijl／



元，25公里以上为长途，米易县遵照执行。

7月24日，中国盐业公司四川省米易盐库正式成立。

9月1 2日，中共米易县委组织部任命顾自安为米易盐库主

任。

1 o月，米易盐库更名为中国盐业公司四川省公司米易批发

部。

1o月5日，调整食盐价格，实行城乡同价。

1 9 66年

2月1 7日，米易县物价委员会、米易县人委工交科印发了

《关于调整汽车装卸价格的联合通知》。

3月1 3日，米易县人委工交科、县商业局、供销社联合发

出通知，要求全县食盐零售单位在原定额库存的基础上，再扩

大3～5个月的库存量。

4月1日，县物价委员会对食盐价格进行调整，明确不分盐

种，全县统一最高零售价为o．1 7元／市斤。

7月，在城南广东山脚修建200平方米“干打垒”结构的原

盐专用仓库，即1号仓，投资o．7万元。年底，在盐库旁建“干

打垒’’职工住宅72平方米。

1 9 68年

下半年，县革委出面与驻军7659部队协商，部队派车1 o辆

从云南省禄丰县一平浪盐厂调运食盐，到1969年底，共调运食

盐1403吨，缓解了全县食盐紧缺状况。

年底，经请示县革委同意，对食盐实行限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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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的食盐零售价格。

1 o月27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米易盐

业批发部，由峨西运输号134号调入国家储备盐795．442吨：

1 9 79年

7月1日，米易盐业批发部归凉山盐业运销站管理。

是年，经卫生防疫部门对县内地甲病进行普查，发现I。一

IV。地甲病人501 4例，自此，米易县被列为地甲病重病区。

，1 9 81年

3月，米易盐业批发部由凉山盐业运销站划归渡口盐业运

销站管理。

1 9 82年

1月1日，根据四川省轻工局《关于执行财政部国营供销企

业会计制度的通知》的规定，米易盐业批发部为三级核算单位。

1 9 83年

是年，米易盐业批发部仓库被渡口盐业分公司评为先进集

体，黎绍安、彭正敏被评为先进个人。

1 9 84年

3月1日，米易盐业批发部被渡口盐业公司评为“两个文明

一起抓”先进集体。
‘’

4月1 4日，在米易县城试销小袋加碘精制盐，零售价为

o．20元／市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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