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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科学技术设备已在渔业生产中得到了普及，80匹马力以

上的渔船基本上都配有助渔导航先进仪器。捕捞领域不断扩大，

捕捞项目不断增多，产量产值不断增加，渔民生活不断提高。这

段既坎坷艰难又峥嵘兴旺的历程，早该载入青史，传诸后世。

但人力的单薄，工作的繁忙，编修海洋渔业公司志未遑顾及。

今年七月，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公司组织了专门班子。经

过我们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司志始成；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余认为该志平白易解，纲明目清，结构合理，文约意丰，集政

治、经济、渔技、渔事为一体，近海与远洋为一炉，聚鱼虾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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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一艺，分门别类，凝成一体，颇具海洋渔业工作特色。对加

强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海洋渔业

生产进一步深入发展，都必将起到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海洋渔业公司志是了解海况的一把钥匙。它的付梓，应当

引起渔民世家的重视。但该志的编写，只是我们所作的初步尝

试，在体例、篇幅、剪裁等方面均可能有不足之处，加之编写

水平所限，时间仓促，人力不足，挂一漏万，鲁鱼亥豕的现象

在所难免，敬请行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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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射阳县濒临黄海，位于东经120度13分，北纬33度48分，绵

延103华里海岸线，从事海洋渔业的传统生产历史悠久。

座落在县境中部东端(东经120度22分，北纬33度45分)的

新兴渔港——黄沙港口入海咽喉处的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以

渔为业已33个春秋。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是江苏省七个省、市、县国营海洋渔

业基地之一(省公司及连云港、南通、启东、灌南、赣榆和射阳)。
一 本公司在射阳县海洋渔业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4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从1958年建司以来与{经历了几次机构

演变过程。即：1963年7月将东台，大丰、射阳、滨海四县的

机帆渔船以射阳县1958年建司的渔业捕捞公司为集结基地，在

射阳黄尖合并成立“江苏省盐城捕捞公司?。1969年3月江苏省

盐城捕捞公司下放划归射阳县引更名为“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乙

1985年9月。撤销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成立“射阳县海洋捕

捞工业公司，，019 8年7月，射阳县海洋捕捞工业公司更名为“射

阳县海洋渔业公．司8’’。

l| 32年来，本公司干部职工在公司历届党、政、．工组织的领

导下，驱舟渔业，瀚海为家，艰苦创业，不懈搏击，以众人的

心血汗水和聪慧才智，不断发展壮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技

术实力，逐步提高了驾驭海洋的生产能力。如梭的岁月，似箭



的光阴，使当年许多满头黑发的创业者，在茫茫海际，滚滚

涛的几十载海洋捕捞生涯中已两鬓斑白!他们在长期的生产

践中，探渔区、摸渔场。从风帆船跳上木质机动渔船到钢质

轮，从近海沿岸捕捞为主到劈波斩浪跻身于外海捕捞区域生

为主，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海洋渔业生产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射阳县

洋渔业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了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在大力保护

洋渔业资源的前提下，调整近海作业，开辟外海渔场，采用

进技术，加强科学管理，积极发展为海洋捕捞工业生产而服

的一条龙项目，努力增产增值，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从

使这爿全民所有制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1978年到1989年，射

阳县海洋渔业公司职工队伍从257名发展到742名，固定资产

从195．46万元增长到一千多万元，年生产总值从93．8l万元增长

到139万元，年创利税总额从19 78年的负14 7．399万元增长

到1989年的90．4万元，尤其是1984年，公司全面实行了目标

管理岗位责任制和船头承包生产责任制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干部职工的工作以及生产经营积极性，经过奋力拼搏。1984年

甩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当年创利税5．5634万元。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历辖有海洋捕捞大队，水产冷冻厂．

渔船修造厂，绳网加工厂，罐头厂，制冷设备厂等司属单位。

至1990年底，公司拥有船舶总吨位1700吨，其中200一270马

力钢质渔轮12艘，80—200马力木质机动渔船11艘，机械设备总

动力4812马力。
●

。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志》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力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客观事

实为依据，作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指导思想。本司志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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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机构设置、司属单位、渔区渔场、捕捞工具，捕捞对象，

捕捞方法，贮藏加工，产品销售，经营管理，杂记等八章二十五

节。为了使司志通篇叙述脉络分明，在每个章节中，又对各大，

小条目分一，二、三、四⋯⋯和l、2、3、4⋯⋯。编写年

限为33年，上限为1958年，下限为1990年：编写顺序由远及

近。索引的资料、图表除依据公司的文秘档案和各股室及司属

单位提供外，均在后记中略表，；有关重要的历史文件、资料作

为附件抄录于有关章节中。

33年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然而，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记

述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创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和不断探索积累的

经验教训。打破“渔古无专业，故亦无专史”(清代沈同芳氏所

著《中国渔业历史》，1906年版)的惯例，以启迪来者，镜鉴后

人从而在辽阔海洋中开采更多的水产资源，使我们“县人以渔

为业"的鱼米之乡，飘逸更浓的山珍海味，鱼米之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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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8年2月，+．江苏省拨由安徽芜湖造船厂建造的70吨60马

力木质机帆渔船两艘给射阳县。在此基础上，射阳县渔业捕捞

公司宣告成立。 ．

1963年7月3日，江苏省盐城专员公署宣布成立江苏省盐

城捕捞公司。明确该公司为省属企业。委托盐城专署代管。
· 1963年11月28日，江苏省水产局苏渔字第1013号批复同意

在射阳县黄尖建立机帆渔船修配站，明确该站属盐城捕捞公司。

1964年3月27日，中共盐城专员公署委员会组织部(盐组

字(65号)]批复同意建立中共江苏省盐城捕捞公司党支部。．

1969年3月30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苏革发(69)第33

号文件]决定将江苏省盐城捕捞公司下放给射阳县，并更名为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

1971年3月30日。中共射阳县委员会[射委发(1971)12

号批复]同意建立中共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总支委员会。

1973年秋。苏射渔14号船从岚山头运黄沙返回射阳，途遇

。大风，锚泊射阳河口搁浅，致船毁，三人死亡。
。

‘

1973年2月20日，射阳县革命委员会射革发(1973)16号

文件决定成立射阳县水产冷冻厂筹建领导小组。 ．

1976年7月15日，射阳县水产冷冻厂经联动试验运行，全

面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
。

。／



1985年4月5日，射阳县革命委员会[射直发(1975)98

号]批复，决定将县海洋渔业公司机帆渔船维修站更名为船舶

机械修造厂，同年又更名为射阳县渔船厂。 ‘

1984年底，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由于首次推行生产经营责

任制，当年创利2．47万元，一举甩掉了二十多年长期亏损帽子。

1985年6月6日‘，射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县海洋渔业公司

和县水产工业公司(1ip冷冻厂为主体)合并成立射阳县海洋捕

捞工业公司。

1985年9月，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机关从射阳县黄尖船厂

迁至黄沙港渔港。

1986年2月24日，中共射阳县委[射委组(1986)23号]

文件决定建立中共射阳县海洋捕捞工业公司委员会，吴福贵同

志担任党委书记。

1986年初，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将司属渔业一队、二队并

为射阳县海洋捕捞大队。

1984年5～8月和1986年3月，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在江

苏启东造船厂先后购进6E150型主机200PS六艘钢质渔船，总造

价为172万元。

1988年8月、1988年11月、1989年11月，射阳县海洋渔业

公司先后在江苏连云港船厂和启东船厂购进8E150型主机270

PS六艘钢质渔船，总造价为340万元。

1988年6月，射阳县计经委同意本公司在黄沙港口新建300

吨级船台一座，工程总投资为350万元。

1988年，本公司所属渔船厂在IS803型渔轮上由135PS改装

200PS成功。

1989年，本公司所属渔船厂首次建造250PS钢质渔轮一对，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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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盐城市同类型钢质渔轮建造空白。

1989～1990年。本公司所属渔船厂成功建造三对JS803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所在地，也是射阳县海岸线中部最大的渔

港。 ·
“

：

黄沙港源于建湖县沿河路黄土沟，过去起不到排灌作用。

‘1920年经大冈公司组织疏浚，略具小港河形。但因窘于银根，此

次挑浚后河床浅窄，水深不过二、三尺许，仍未收蓄泄之效。
’

1921年灾荒歉收，垦务废驰，田畸荒芜，盐蒿没胫。1923年省

议员刘启佑等议浚而未兴工，仅在黄沙港上游27华里处建了两

孔小闸一座，即告停止，排水能量不足十秒立方。1933年业户

马玉仁等成立浚治黄沙港协进会，浚治后的黄沙港亦不过是一

条底宽不足三丈，河深丈许的排水小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1971年冬到1973年春，盐城地

区分两期大规模地兴治黄沙港，先后动员疏浚民工30万人次，战

斗在自黄沙港口至黄土沟175华里长的河线上，挖土3500多万

方，兴建了净宽83米的黄沙港闸一座，跨河公路桥六座，沿河

封闭闸160余座，河堤植树造林17000多亩，修筑公路120余华

，里，整个工程做到河成、堤成、路成、配套成、绿化成，拓浚

后的黄沙港最大底宽90米，河底高程负3．5米。日平均排水流量

达200余秒立方米，比解



黄沙港渔港岸线长1100公尺，河宽150公尺。1975年国家投

资160万元兴建渔港，1976年投入使用。港口东侧座落着县海洋

渔业公司及其下属的水产冷冻厂、海洋捕捞大队、渔轮厂；西侧

座落着新兴的黄沙港镇小街；北边东端依次为渔货站、射海渔村、水

产品加工厂、绳网厂、水产站；河的上游南边是渔业机械厂、

轮船码头，南边为黄沙港镇政府所在地。

座落在黄沙港口的国营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拥有713名职

工，12艘钢质渔轮，11艘木质机动渔船，船舶总吨位1700吨，渔

船机械总动力4812匹马力，年渔获物2000吨以上。渔港内可容

300多艘渔船避风锚泊，港口外射阳河外航道面宽水深，可容更

多的渔船锚泊。此渔港年水产品量万吨以上，绝大部分渔货在

本港就地冷冻加工销售。汛期本省灌南、响水、赣榆和外省山

东日照等地外埠渔船约200艘亦在本港沿海生产和在本港就地

销售渔货2000余吨。

黄沙港渔港有固定码头五座(其中县海洋渔业公司两座，

可以停泊300一600吨级的渔船)；中、小型冷库四座(其中县海

洋渔业公司冷库冷藏量500吨／次，制水28．8吨／日)；油库两座(其

中县海洋渔业公司油库一座，贮油量500吨)。黄沙港所在地过去

仅有一个乡办渔船修造厂，仅能展开一些修造木质渔船的业务。

射阳县海洋渔业公司原在本县黄尖新洋港入海处上游拥有司属

县渔船厂一窿，因受建造中，大型钢质渔轮无法通过新洋港船

闸和渔船进港无冷冻设备渔货不能及时保鲜等因素所制约，于

1990年底迁址黄沙港渔港，与司机关和司海洋捕捞大队及司冷冻

厂互为—体。为此，县海洋渔业公司又在黄沙港港口新造300吨级

的船台一座，可以同时上排建造12艘300吨级以内的钢质渔轮。

黄沙港渔港水陆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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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政工领导同志与编志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陈必佐、吴福贵，周其高、周保堂

后排左起：陈挂玉，沈杭成、王登荣、严正斌

金昌平，范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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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领导成员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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