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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I-兴渔盐之利一是舟山历史形成的经济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舟山曾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盐民运动。解放后，依靠广大干部和盐民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技术革新和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和发展了盐业生产，使舟山盐区出现了新的面貌。这部志书的撰成，来之不易。它不仅能起到资政、教化、存史三大作用，

还必将推动今后舟山盐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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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盐场分布图注：

1、白泉——北蝉盐场s含大成、北蝉、北马峙、白泉、大支、小支

6个盐场。

2、长峙盐场：含马鞍、前山、王家墩3个盐场。

3、朱家尖盐场：含朱家尖一场与朱家尖二场。

4、小干——大山盐场：含小干、大山2个盐场。

5、湖泥盐场、东白莲泥盐场合并称湖泥盐场。

6、岱西盐场：含茶前山、下塘、塘角、虞家、俞家、塘墩、林家、外

湾、摇星浦、前岸10个盐场．

7、青黑盐场：含后岸、青黑、水白lI庹、小山、金家、巴弄、岱西盐

中、舟山盐场所8个盐场。

8、秀北、红岩(乌岩头)、南浦、秀东合并为秀山盐场。

9、太平——岛斗盐场：含太平乡办、太平村办、塘岙、三弄、岛

斗5个盐场。

10、大西、四清、南水合并为渔山盐场。

1l、大洋、云鹅岙合并为大洋盐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趣，皿辎^瑟窜。若v怔k陋8



抽

水

机

E滩机



风力机及螺旋泵

提卤



旋卤机



食盐小包装



盐运码头吊车

500吨级运盐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参观长峙技改滩(1 9 7 5年)

技改滩喜获丰收



序一

海盐是古老行业。早在唐代中叶，舟山已成为全国九大海盐产

区之一。现在，舟山又跃居全浙第一大盐场。这是千千万万劳动者

在长期生产实践斗争中所结成的硕果，其中蕴涵着无数可歌可泣

的事迹，还有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认真研究舟山盐业

历史，可认识盐业发展的规律，并从中看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某些规

律。历史已经证明：解放后短短的四十多年间舟山海盐所新增的生

产能力，远远超过解放前漫长的一千二百多年所形成的生产能力．

这是为什么?值得认真研究．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舟山盐业史，才能正确地解答这个课题。然

而，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舟山盐业专志，使人们难以借鉴．为

此，编纂和出版舟山盐业专志，实为当务之急。．
。

我们于1987年11月成立盐志办公室。同志们兢兢业业，孜孜

不倦，广采博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五经寒暑，七易其稿，终于完

成了这部《舟山市盐业志)．它概述了本市一千二百余年的盐业发

展，着力于解放以来的盐业空前发展．志载盛世，这是历史赋予我

们的使命。我深信：这部志书足以激励今人，启发后代，发挥“资政、

教育、存史”的作用。并期待后人开创新的局面，缔造更大的业绩，

载入未来的史册。

杨玉林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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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舟山地处祖国东海，素擅渔盐之利。证之史乘，唐宝应、永泰年

问(762～766)盐铁使刘晏设富都监于此，以管理盐业生产，其时即

成为全国九大海盐产区之一。后之宋元明清各代迄至民国年间，舟

山盐业生产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道路，但由于广大盐民辛勤劳动，

舟山海盐生产在国内仍占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十多年来，舟山盐业得到更大发展，仅以1988年为例，所产之

盐可供三千三百万人常年食用，并提供工业原料，对国家贡献尤

多。与此同时，盐民生活亦得到大幅度提高。此乃有口皆碑之不移

事实，说明党和政府对舟山盐业生产之重视和对盐民生活之关心，

此亦是实行改革开放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为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发展未来，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经

济建设需要，舟山市盐务管理局领导富有远见，遂有编纂《舟山市

盐业志》之举，经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劳动，搜集文字口碑资料，又加

盐务界老同志共同关心支持，经五易寒暑，终于纂成我省盐务系统

这一专志。深信此书出版后，对舟山一地盐业生产定能起到积极作

用，对省内以致全国同类型盐务部门亦能提供借鉴，共同为发展盐

业生产作出新的贡献。

‘舟山市盐业志>有其显著优点。首先是史料翔实丰富，这实为

一部志书的生命力所在。舟山盐业生产自唐设富都监起迄今，已有

一千二百余年漫长历史，时间跨度长，其间变化繁多，但此书能条

分缕析，分类记述，使千余年盐业发展一一复现于前．全志突出新

中国成立以来盐业生产的记述，同时对民国时期及以前各代凡有

关舟山盐业生产者皆有所反映．除分类记述外，还辅以图表说明，

堪称详于今而能明古，故有甚高文献史料价值。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此书的价值将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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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志重视科学技术的记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舟

山盐业之发展是和历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和科技人员的科学实

验密不可分的，正是元大德年间在吸收外地经验下所创造的篾盘

煎盐和清嘉庆年间岱山盐民王金邦创盐板晒盐，代表了舟山盐业

生产在古代的创造发明，促进了生产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发

明更多．这一切对舟山盐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志书所记揭示了客

观规律，彰明了因果。为发展盐业生产，就需加强科学研究和实验，

这对今后舟山盐业生产的发展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舟山市盐业志》全书观点正确，编纂态度严谨。人们熟

知薪中国成立以前，盐民劳动强度甚大，终年胼手胝足，尚难维持

一家生计，生活十分艰苦。新中国建立后，盐民生活大为改善。志

书记事主张述而不论，本书编纂者既恪守志体，又能寓观点于记述

之中，对此作了充分反映，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于资治、教化可资

借鉴。‘舟山市盐业志》虽仅三十万言，但搜集资料五百余万字，经

精心提炼纂辑而成。我曾得有机会，先睹送审稿，书稿中凡重要文

字，几皆有引记说明，可谓做到了没有依据不落笔，于此益见编志

诸先生治学之严谨，修志态度之认真负责。正因有以上原因，我认

为《舟山市盐业志》是一部具有相当质量的成功之作．

承蒙舟山市盐务管理局领导不弃，‘舟山市盐业志'筹备编纂

之日即邀为顾问，然自思尽力颇少。书成之日，杨玉林、朱去非先生

嘱为序，却之不恭，于是写了上面一段话。是为序。

顾志兴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

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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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舟山市盐业

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立足当代．上限探索事物

的发端，下限截至1988年底．

三、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章、盐场选介、人物传、附录组

成。概述综叙盐业发展特点，总摄全书I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本地

盐业大事、要事f专志横列门类，纵叙史实，共14章l盐场选介有代

表性者，人物以对舟山盐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概立没世者I

附录载其他重要资料．

四、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五、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l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相结合；其余均为记叙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材料之

中．

六、朝代纪年均夹注公元纪年da-J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后”指1950年

5月17日舟山本岛解放之后。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

并加注今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记事依时序排列．其数事并叙始末且时序有交错者，则依

各事开始时间为序．

九、货币记载i解放前为当时法定货币，解放后为新人民币．即

1955年3月1日以前旧人民币，一律按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l元

记入。

十、度量衡单位，解放前为当时法定单位，解放后·律按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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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制记载。

十一、本志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

语、词汇、成语、专门名词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

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为旧历；

民国和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字，为公历．

十二、资料来自国家、省、市、县档案，正史、旧志、报刊和专著，

．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十三、所用汉字，凡已简化者一律用标准简化体字。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