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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盐政市场稽查处成立大会上经理刘纪泽讲话
(右一)左为副市长张孝杰

▲Ⅸ攀枝花盐业志》编纂人员合影：编纂领导小组副组长、主编

许道国(前排右起第一人)，组长刘纪泽，副组长晋顺德，编辑

何峰，领导小组成员何文汉。领导小组成员倪兴富(后排右起第

一人)，副主编傅宗明，编辑郭士平，领导小组成员田光华、雷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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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开新品种盐座谈
会．经理刘纪泽同

志讲话(左二)、商
业局托史伯生(左

三)和市政府副秘

书长严福林(左四)

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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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件裨益的工作，修志能够继

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优良文化传统o《攀枝花盐业志》

记述了攀枝花地区盐业调运、销售的历史和现状，．为当前和今后盐

业运销工作提供详实的数据和资料，促进盐业运销工作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按照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发(1 985)3 3号文件精神和四川省

盐务管理局召开的全省盐业系统修志工作会议的安排，攀枝花盐业

分公司立即组成编写领导小组编纂《攀枝花盐业志》。

我们本着存史鉴今，古为今用的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做到思想性、

系统性，实用性相统一，不虚美，不掩过。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攀枝花这个川滇交界的“蛮荒之地”，盐

业运销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反复变革，但战乱频仍，交通不便，并未

解决人民生活用盐的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社会主

义建设的胜利进行，盐业运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盐业运销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

蓬勃发展。攀枝花的盐业事业更是日益兴旺发达，产供销统一经营

管理、7盐价稳定、销量增加、品种丰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盐业

公司的广大干部职工更是精神振奋，忘我的工作，为确保奎市的民

食工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攀枝花盐业志》是部门志，主要记述建

国以来攀枝花地区盐的调运、销售、储存、盐价和人民群众食用盐

以及工农业生产用盐状况o

《攀枝花盐业志》也是培训盐业企业职工的重要业务参考书，

它将有助于提高盐业职工“两个文明"的素质，从而更加热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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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热爱共产党，增强搞好盐业的责任感，使我们振奋精神，团

结一致，为开创盐业经济的新局面，更好地为工业、农业、科学文

化、国防的现代化服务。 一 ．c

古人说l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扩。希望本志能够帮助有志于

盐业事业的同志了解攀枝花地区盐业发展状况，为做好经营管理和
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启迪o j．

《攀枝花盐业志》编写组的同志均是兼职编纂人员，在完成本

职工作的情况下，挤出时问搜集资料、反复核实、力求翔实，尽量

减少讹误。在此，感谢诸位编辑为攀枝花盐业两个文明建设做了一

件极有价值的贡献。

刘纪泽

一九九五年九月



凡 例

一、《攀枝花盐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指针，力求全面正确反映攀枝花盐业运销的历史和现状d
、， ‘二、本志时限；上限为民国初年，下限1 993年，个别资料因记

述需要有延伸。

三、本志结构：用章、节、目体，横分门类，‘纵述力求不断
线。 ，，

四、本志志体：采取志、述，记、图、表、录多种体裁，以志

为主，以期多形式、多色彩作全面记述。

五、本志计量：一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为

标准。旧文引用，不予改动。

六、本志字体：按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

布的《简化宇总表》为准。个别引文照旧。

七．．本志文体。用记叙文，循述而不作o

．八、本志资料：以正式文件、档案资料、财务、统计报表为

准，确因资料难于搜集，则以工作、会议记录等文字为据。

九：本志行业专用词：以在本行业通行者纳用。

十、本志市名：198 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市名由原渡口市改

称攀枝花市，为记述方便随时问的变化而作相应称呼。

十一、本志数字书写：按1 98 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7个部门联合通知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二、先进集体和个人设表，’无人物传。

十三、重要资料归列附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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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攀枝花市是1965年建立的新兴工业城市，原属川、滇两省，现

有城市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属工业移民。建市前，这里人

口稀少，用盐量极小o

攀枝花盐业分公司，担负攀枝花市东区，西区、仁和区、米易

县．．盐边县的93．43万人口盐的调运、批发业务，保证民用食盐、农

牧和工业用盐的需要，做好国家储备盐储存工作o
o

攀枝花地区无盐矿资源，是盐的纯销区。解放以前，本区食盐

由私人销售。解放后，1965年前，食盐供应主要归属西康省，四川

省会理县、盐源县、米易县、盐边县以及云南省的永仁县，华坪县

盐业专卖部门负责。1964年11月，渡口贸易商店成立，兼营工

区食盐运销业务，农村由供销社负责；1965年7月至1975年，食盐

经营业务先后经市食品公司、市贸易公司、副食品经营部、糖业烟

酒公司负责。各区供销社、供销店分别从原川滇进货渠道和市公司

进货负责农村盐品零售，兼对个体户和“双代店"批发。1976年9

月，在市糖业烟酒公司内部成立渡口盐业运销站，纳入四川省

盐业公司归口管理，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员、分别核算、费用分

摊，利润从1977年起上交省盐业公司。1981年3月，按照行政区划、

接收米易、盐边两个县盐业批发部，食盐管理范围扩大到现今的两

县一市。1983年12月，经渡口市编制委员会批准，四川省盐业公司

渡口分公司成立，管理权限，管理范围不变，由渡口市商业局．代

管，1984年1月1日开展工作。198，7年3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

四川省盐业公司渡口分公司随市名变更为四川省盐业公司攀枝花分

公司。1992年7月22日，成立攀枝花市盐政市场稽查处，负责全市

盐政盐务和盐业市场稽查工作。攀枝花盐业从1976年成立盐业运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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