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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山东省盐务局局长 胡新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举国上下，修志盛行。为

发挥志书“资政、存史、教化”和“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作

用，山东省盐务局除集中力量编纂《山东省盐业志》外，还对

重点产盐市、县布置了编写盐业志的任务。《广饶县盐业

志》就是其中之一。 ．．

广饶，广阔而富饶。广饶盐业历史悠久。早在夏代，即

已“厥贡盐缔"；东周时代，作为齐地，“渠展之盐’’顺济水远

销宋、卫；元、明时代，山东计19场，广饶境内即有3个；清

光绪年间，王家岗场每年以20～30万包行销106个州县。

1914年，王家岗场与官台场合并后，．又承担着省内88县及

苏、豫、皖3省所辖17州县的盐斤供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广饶盐业有较大发展，年产高达3000万斤，为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

年至今，广饶盐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分散零乱的小滩

池，现已变成集中统一的新型盐田；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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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过去单一的原盐产品，现已成

为原盐、加工盐、盐化工、海产养殖和禽畜养殖及种植等多

种经营。产品种类不断增加，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仅原盐一

项生产能力已达25万吨，成为省内以盐为主，盐化并举的

盐区之一。

《广饶县盐业志》秉笔直书，资料翔实，文字流畅，图文

并茂。通过概述整体，展现了广饶盐业的形势；略叙源流，揭

示了广饶盐业的起源；纵叙沿革，反映了各个时期成败利钝

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横陈现状，展现了盐区以盐为主，盐化

并举的全貌。分类立章，全面显示了广饶盐区的特点。统览

全书，在全省十几部市、县盐业志中，可属上乘之作。

时代在前进，盐业在发展。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海上

山东”的宏伟战略，山东盐业是“海上山东”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预言，广饶盐业和全省盐业一样，必将会有更大的

发展。
1993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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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溯及起源，下限断于1990年，重大

事项适当下延至搁笔为止。

三、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组成，全书共14章，采

用章、节、目三层结构，图、表、照片分别插入各有关章节中。

四、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以事分类，以时记述，横陈

竖写，引用资料一般照录原文，并注明出处。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历史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元年、月，同时在

括号内(民国前)用汉字注明当时通用的习惯纪年。

七、数字用法，有关词汇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及数字专

门名称等，一般用汉字表示。统计性数字(表格等)，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涉及的人物，一般直书其姓名不列职衔，对盐

业战线的先进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只在有关章节

中加以叙述。凡立传人物，只录其重要事迹，不作泛述。

九、本志本着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力求资料翔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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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系统，详今略古，纲目相宜，归属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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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饶盐区位于广饶县城东北55公里的莱州湾西畔。海

岸线长11．86公里，滩涂面积为80余平方公里。场区南靠

小清河，北l艋支脉河，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地下卤水资源丰

富。尤其北靠支脉沟咸水河，拦河截潮，极为方便。曾被史

家誉为“山东盐滩以此为最”。①自1959年以来，该场经过

30年的恢复与改建，至1990年，已建成年产原盐26万吨、

溴素500吨的县营盐场和年产能力3万吨的洗精盐厂，还

有广北农场盐场和乡(镇)村办盐场7处。已进行技术改造

和扩建的年产能力为18万吨的新式大型盐场已初具规模，

现正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

广饶盐业历史悠久，夏代即以。海滨广渴"、“厥贡盐

缔’’⑦驰名。周代又以“其川河济’’、“其利鱼盐"③著称。由

① 《盐法通志·穿筑》篇：王家岗场，东西贯小清河。为交通最便之中枢，

南有凫汀河、扒拉沟。北有支脉沟咸水河引海纳潮，尤为滩池水源之所出，故山

东盐滩以此为最。

@‘史记·夏本纪》载：潍淄其道，厥土自坟，海滨广滂，厥田斥卤，田上

下，赋中上，厥贡盐缔。

@ 《中国盐政史》有，。其川河济，其利鱼盐”之说。

o争‘童矗甚量《越嚣聋n-0

o，}{^扣}●§＆营f皇tl薯謦￡＆麓鬃事#挣墨墨≈}，．{々；{_*≯}，}擎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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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盐业资源丰富，早在西汉元封(前110"-"前105年)年间，

朝廷即在这里设置盐官，专司“官营专卖"。宋皇祜五年

(1053年)有干乘沿海盐民遭灾记载。元、明时期，山东计有

盐场19处，分布于今广饶县境的即有王家岗、辛镇、高家港

3处。清代康熙年间，年产原盐最高达140万公斤。至道光

年间，山东19场几经裁并，只剩8场，王家岗场为其中之

一。此后由于多次海潮泛滥，又加渤海大地震波及，盐田多

次受到破坏，致使生产大量下降。1895"--'1896年(光绪二十

一至二十二年)，由于黄河在利津县境连续决口，致永阜盐

场遭到毁灭性破坏，原由永阜场生产西运60州县之盐，改

由王家岗和寿光县境官台场借运。为保证原盐西供，当局在

王家岗设借运局，并允许盐民在王家岗场附近开建新滩。于

是辛镇、沙营、王家岗、唐头营、高堤、田家庄、河坞等处，先

后建起沟滩220副。小清河南宁海寺、龙车道等处增建井滩

440副，年产原盐最高达36万包(每包200公斤)。所产之

盐，均由新辟的小清河航道西运济南，每年运出约20--．．30

万包，是为广饶盐业史上极盛时期。1909年(宣统元年)，由

于帝国主义入侵日深，政局日坏，加之盐区屡遭海潮和洪水

侵袭，滩田受损严重，盐民弃滩外逃者过半，盐业严重衰落。

1912年，山东盐区由8场裁为7场，王家岗是7场之

一。1914年，王家岗场奉命与寿光官台场合并，初名官岗

场，1918年改称王官场，当时拥有井滩1062副、沟滩64

副，年产原盐最高达244万担(每担50公斤)。此后，由于军

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加之一些盐区盲目发展，产大于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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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王官场于1920--一1925年，先后将老

垣和横、林、崔、郑、肖、宋等7个盐垣，计365副盐田封闭．

存盐大部销毁。据1925"--1929年5年综合统计，王官盐场

平均产量由1918年224万担，降至88．7万担，产量次于青

岛，居全省第二位。1937年，由于黄河于麻湾决口，洪水将

小清河北的滩池冲毁，境内盐田大部分报废。

1939年1月，广饶县城为侵华日军所侵占，盐区亦为

之占领。为推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日军对食盐实行

。统制配给"，对解放区实行禁运禁销。为粉碎敌人的封锁，

广饶北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广北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

下，遵照“发展盐业，增加收入，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但”的

指示精神，在小清河北广大农村深入发动群众，择地建滩晒

盐，当年即建起滩田200余副。为了尽快发展盐业，以支持

抗日战争，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明令宣布：废除封建滩主

对于滩场的世袭所有制，法定滩场为国有土地。谁开滩归谁

所有。从而大大调动了广大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即产盐

400万公斤。1944年，政府又贷款20万元，扶持盐民扩大生

产，当年建起滩田300余副。为了和敌人争夺食盐销售市

场，广饶人民在贯彻执行轻税倾销政策和公营专卖方面都

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并于1945年建起年产2400吨原盐的

，公营新兴盐场。
’

解放战争期间，广饶盐区除在原有基础上积极发展外，

又在支脉河下游建滩田326副。公营新兴盐场也于1947年

在小清河南岸建井滩8副，当年全县产盐达286．5万公斤。

一了i，J，L’。、．、^”；s；长；；囊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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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广饶盐区又有61个村建滩204副，年产盐1320

万公斤。1949年，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些大型盐场相

继解放。为适应形势发展，根据华东和山东省盐务会议发布

的“改变广泛增产与轻税倾销政策，为增税减产、发展集中

滩、限制分散滩”的指示精神，年内共裁废盐滩204副，转业

盐民880人。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公营新兴盐场场部也由唐

头寨迁往小清河北岸南坨基(现广清盐业专运码头)，改称

“羊口盐场"。

1952年，羊口盐场在广饶县境的8副滩因广北农场引

河水灌田，加之引潮沟淤塞，纳潮困难，于6月停晒。直至

1958年，广饶境内无海盐生产。

1959年2月，中共广饶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家

大量需要原盐和本县盐业资源丰富的特点，组织18个公社

1327人修建滩池，共修复老滩池19副，盐田42．78公顷，

打井45眼，挖大型排水沟7条，滩沟48条，当年产盐3515

吨。为加强盐务管理，撤销县“东海熬肥指挥部’’，新建广饶

县盐务局。由于初创时缺乏管理经验，当年有6个公社因亏

损较大而弃滩，所遗6．70公顷盐田由县拨款3万元予以补

偿，并以此为基础组建地方国营广饶县盐场。当时有滩田

36．08公顷，职工56人。1960年，通过扩建，全县共有滩田

145．32公顷，实产原盐14896吨。1961""1962年，由于三年

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根据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精神，

县砖瓦厂、菌肥厂、糖酒厂部分人员、财物相继并入县盐场。

县盐场1963年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转为集体企业，职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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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人调减为100人。社办盐场除牛庄、张枣、赵嘴、民丰4

社办盐场保留外，其余均并入县办盐场。1963"-'1964年，通

过填平补齐，充实提高，新增盐田72．86公顷，年产原盐达

18976吨。1966年6月，全国成立盐业“托拉斯”，广饶县盐

务局与寿光县盐务局合并，定名“山东羊角沟盐务管理局"；

广饶县盐场与山东菜央子盐场、寿光县岔河盐场合并，定名

“山东羊角沟盐场"，局场合署办公，隶属中国盐业公司。。
7

‘1966年7月至1976年10月，因“文化大革命”干扰，

盐业托拉斯管理体制遭到无理批判，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

制度被破坏，盐的产运销受到冲击。特别是1969年，广饶盐．

7产量由1965年的18975吨下降到9361吨。1971年后，由

7于广大职工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社会主义，干群努力

奋斗，1971年当年超额完成原盐21464吨，获惠民地区轻

工局通令嘉奖。在搞好原盐生产的同时，积极扩建新滩，并’

按“三化"(盐田结构合理化、工艺科学化、生产机械化)、“四

集中"(扬水、制卤、结晶、集坨)和新(卤)、深(卤)、长(长期

结晶)的工艺要求，对老滩进行技术改造。，’

1977～1987年，广饶盐业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历经了大干、调减、实行“三个转 。

变"到稳步发展的过程。其中1977"'1979年，全县20个公

社44个生产大队近万人到盐区择地建滩，至1981年，盐田

面积由1976年的457．58公顷增至816．84公顷，年产原盐

由1976年的52565吨增至13．2万吨。由于盐田扩建有相

当程度的盲目性，致使产大于销的矛盾日益突出。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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