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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事总于史而详于忘，盖史揽其大而志兼其细。”“邑之

有志，所以征往也，纪实也，·表微也。"_一《福清县志(乾隆版)》

上的两句话，道明了纂修江阴乡盐业志的目的和意义。不同时代的爱

国主义和国情教育者l：有不同的内涵。我们今天盛世修志，则是为让全

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江阴乡盐业生产源远流长。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盐业几经兴

废，盐民惨淡经营，．屡遭破产，备受奴役。新中国成立后，是社会主

义制度和集体化道路，才使江阴盐插上金翅膀，进而成为乡集体经济

的重要支桂，拜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在发展道路上还面临难关和障碍。但是，

反思历史，看看江阴盐业走过的道路，此起昔日的艰难困苦，我们应

当欧新尝胆，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用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用几代

人的奋斗，改变江阴落后面貌，建设幸福美好的未来。7

《江阴盐业志》是在短期时间内收集编写出来的。负责编纂的同

志克服重重困难，为江阴乡办了一件大实事，大好事，可喜可贺。

愿江阴盐业兴旺发达，愿将来的江阴盐业志一定有更新更美的图：

画。

福清县江阴乡党委书记 张铣



例

一、《江阴盐业志》是记述江阴乡以江阴盐场为主的三个盐场之

．演变发展过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40年发展变化历史。

二、’本志编纂范围，系江阴乡盐业生产的有关情况，追本溯源

‘时，适当扩大范围。

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以语体记述，编纂。

四、断限时间：上限追溯至事物之发端，下限至公元1989年止。

五、本志正文有：概述、大年表(三个盐场综合)。江阴盐场分

为11章40节，新港盐场分为11章32节，下石盐场仅作简介。志后有附

录表两篇，还有各种图表，全册近8万多字。

六、资料来源：一是从福建省档藁馆，福建省盐务局编志办，福清

县档案馆，福清县编志办，福清盐务管理处财务科资料室和地方国营

莆田盐场编志办，以及江阴盐场、新港盐场文书档案室等单位，查阅

了近千卷的历史资料，从中摘录，拜建立卡片80 O多张；二是走访盐

业老干部和老盐工以及知情者约50多人(次)。在编纂过程中，江阴

．盐场先后召开老干部、老盐工(包括退休的)以及有关人士座谈会五、

次，全部资料的搜集(包括座谈会记录，走访记录)历时半年多，共

搜集资料文字达15万字之多。。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朝代名称，夹注公

元，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也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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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元。 ．’

， 入、本忘虽属一乡之志，但鉴于江阴盐场历史悠久，新港盐场历

史较短，综合编纂难度大之因，故分别分为章节。下石盐场历史短，

且又属江阴盐场管辖，书中只作简介。 ，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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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乡位于福清县城南端30公里处，濒临兴化湾，原是孤岛。20

世纪70年代，填海筑堤与陆地连接。全乡面积69．75平方公里，耕地

30704亩，其中水田13617亩，早地17087亩，山地37938亩， (其中有

林地35821亩)。山头33座，最高的双髻拳，海拔429米，山脉从北向

南延伸8公里。1989年底统计，全乡15106户，总人1：162024人，劳力

27398人9其男劳力14707人，女劳力12691人。环乡公路50．4公里。

全#21个行政村，除小麦岛外，各村均有村路相通。1979年8月，架

设“渔江"高压线路，主线21公里，各自然村及电灌站高压支线共

36．5公里，低压村线路56公里。全年总用电量为2 5 O万度，其中农业

用电65万度，。乡村企业用电1 2 O万度，照明用电65万度。

全乡海岸线长65公里，海堤16条，长边2549公里，除先后被柯屿

垦区，江阴盐场，新港盐场围去6条长5．86公里外，还有10条长19．63

公里。海涂面积街有2万多亩，已利用O．93万亩外，倚余1．13万亩待

开发。 ，

．‘

江阴乡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0。C，年日照

2093d、时，年正带降雨量1134公厘。海潮浓度以精装表测量为3。B e

左右。环岛滩地平坦，稽有硬度，大潮浸平，利于围堤，，且天睛风

多，蒸发旺盛，产盐周期短，兴建盐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唐代以前，江阴的盐业生产无可考证。据福清旧志记载：唐宝应

年间(公元7 6 2年)，刘晏设十盐监，侯官(今闽候县)居其一。全



县盐业也无从查考。

江阴乡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据《玉屿志》记载：江阴盐业始于北

宋初(9 6 O一1127年)江阴里螺江·(今下石村)、桃溪(今南曹村)，

采用括泥淋卤，瓦片制盐。南宋淳熙年间(i174)傅大照(号拱如)‘

兴建傅竺(今何厝)堤j．桥闸，桃溪东盐废，改向溪西晒制，时江阴、

里、南日里同属兴化府。’元末，由兴化传滩晒，渐而发展。元代，福

建盐区有七，海口、牛田(今龙田)均在福清，江阴倚未正式设场。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设福清、江阴、洪白、赤杞四场，其他

场，后几经拜拆，‘而江阴场一直不变。是时，’业盐者有5 3 9户，所属

的有濒海的南曹等12个自然村。晒盐户被统治者盘剥各种课税，，生活

悲惨，有作者感而叹之写道： “业盐者，力劳息薄，视农为艰!，’’

民国三年(1914年)，各省设盐运使，各盐场设知事，。江阴盐业

先后属恩安、莆田前霞场知事管辖。7是时，因产过于求，被责令废

除，但盐民由于生活所迫，往往是“前脚废坎，后脚私晒”，迫使官

方令不行，禁不止。民国六年(1917年)，在全县性废坎时，却准江

阴盐场为特别区(包括申潭县韩厝楼)。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在全县又一次废坎时，江阴场也被全部废掉，虽然每坎补偿银元2—

3元，但对盐民生活却无济于事。
‘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全民族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江阴数千

家盐民，晒盐不得，捕鱼不能，顿失所业，坐以待毙。在村民逼迫

下，芝山保长翁耀太等联名具呈，向福清县府福建省府，以及省盐务

局要求复晒开办，二欠年获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恢复的

盐场计产盐3074吨，而江阴场产盐1437吨，占全县总产量的50％，由

此可见江阴的盐业历史上在全县就占首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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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本县各地盐业因生产方式落后(如海

口等地仍系刮泥淋卤而制)，且产过于销，人民政府也采取废坎，结合

土改，分配耕地和无偿贷款，帮助盐民转业，唯照顾江阴海岛，贫苦

盐民转业难；特规定上中农以上者废除，以下者保留，计保留222户，

1600多坎，生产面积2000多公亩，即仅存南曹和张厝两滩。解放后，

盐民以主人翁地位积极热情地生产，面积虽小，产量年增，1953年产盐

计1766．43吨，占全省总产量21％。 ：
一

1955年、1 956年，农村合作化时，江阴盐场2 0 0多个体晒盐户，

先把盐坎加入初级社分红，．后来把盐坎等设备一律归公，从业者也按

劳取酬，社会主义所有制取代了历时近千年的个体所有制生产。

1957年12月25日，’福建省制盐局批准江阴盐场扩建时，把1955年

以南曹村为主体的江阴全社盐民和转业盐民联合成304．5股，围垦现

成的6500多公亩拼为盐场面积。同时，在垦区海堤之外，扩建9824．23

公亩，亦于张厝滩扩建4239．52公亩。
‘

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以军事化建制j单独成立一个盐业营，成

员计有9 7 4人。1959年，江阴盐场被划拼渔溪公社(郎江阴，渔溪．．

上遥、新厝组合)，。成为联社办的集体企业、，盐业营也随之取消。是

年，全场生产面积$976公亩产盐4811吨，占全县的65％b ．·

1960年，江阴盐场盐222 7 oL，其户粮关系均属农村，盐工收入

归己，粮贪油类又要生产队供应，盐、农形成矛盾，’时由渔溪公社党

委出面，’向粮贪部门要求供应油粮，2 6 7名盐工转为居民，享受商品

粮，盐工正式成为集体企业职工。

1963年，江阴盐场总面积已建14056公亩，生产面积已达11685公

亩，比1957年总面积2536公亩，生产面积2139公亩，分别士苜长5．54和



5．46倍，因而向南曹农业大队增招34名职工。总产量13759吨，比

1957年的1787吨增长7．6倍。但由于忽视了质量，劣质盐产品较多口

经领导部门检查发现后，．劣质盐堆被责令“推倒重来”，进行化卤重

制，同时扣压盐本。经过第四季度努力纠正，优质盐也只占9．26％。

1964年，为了吸取重量轻质的教训提高产品质量。上半年组织了

30多名技术骨干，由场长带队，到同安县行厝盐场实地观摩学习生产

优质盐的先进经验，掌握了“新、深、长，旋"的主要操作技术，是

年全场优质盐跃至67．58％，以后逐年提高。 ，

1958年，马鼻和中段盐滩扩建，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向全社招收

83名退伍军人(户粮仍归农村)，至此全场已达3 1 8L。全场总面积

发展至19180公亩，占全县27．88％，生产：n室面积达16809公亩， 占全

县31．93％；，总产量达17908吨，占全县43．6％。达时，全县虽兴建了

国营盐场和较多的乡镇盐场，但江阴盐场的产量，仍占全县很大比

重。

1972年，属江阴公社一级集体企业的江阴盐场，被福清县盐管处

收为“县管社办，，，原为按劳分配，按担计酬的办法，改为定级加按

产计资，套于国营企业办法，1同时因十年“文革"动乱，几经折腾，

1966年至1976年的年产量，徘徊于13000吨至18000吨，质量也没大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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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激发了干部和职工的生产积

极性，总产量跃至24000 吨。延至1989年，除1982年和1985年因气

候影响，产量下降至15000吨左右，其余年头，都在五万吨以上，单

产都达1．2至1．4吨。1986年总产量达24982吨；优质达89．62％，跻身

于全省先进行列，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乡镇企业先进单位"的
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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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政策指引

由“县管社办，，变为纯属乡镇企业的集体单位。乡党

委，政府对江阴盐场“松绑放权州，j给企业增添了活力。场内进行了I

一系列改革，加上舍得投资搞维修，使全场滩地在规格化的基础上，
”

结晶池改造和蒸发池加沙压实硬板化程度分别在80％和60％，为发展

’- -g生产奠定了坚实的设备基础。 一， ‘=·

． 江阴盐场在10年改革中(1979年至1988年)，计产原盐227496吨

此前10牟的190694吨，增长19．3％，质量方面，优质盐年平均在71．1

6％，比前10年平均的47．56％增长23．16％；单产年均达1-136吨；比

甫10年年均0．95吨，增加0．186吨。1989年初，在莆田市召开的全省

盐业工作会议上，江阴盐场被福建省轻工业厅和盐务局授予“十年优

质，高产，稳产力银杯奖。 。 ，

在10年改革中，江阴乡又兴建了新港和下石盐场。新港盐场，系

1979年兴建，1981年投产，为省盐务局定点生产大颗粒工业盐的试验

场，总面积16000公亩，‘生产面积12790公亩。全场16个单元。有13个

单元结晶区系用塑料薄膜苫盖，一区结晶坎每坎面积20公亩，共3 8 O

，公亩，用电力收盐，配有牵引机，管道输送机，一年集中牧一次盐。
’

．二区五单元至三区12单元结晶池每坎10公亩，三区13至15单元属孩片‘

，‘ 坎，产细臼盐，共1069,fi 。全场年均产量近万吨，职工1 5 8L，拥

有固定资产1 6 2万元。下石场系1984年兴建，1985年投产，全场总面

积11300公亩，已建成投产面积60{30公亩，职工74人，车均产量达

5000多吨，拥有固定资产1 2，O万元。
’

目阴乡盐业生产，有史以来，几经兴废，在旧社会，由于盐民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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