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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雨晴

盛世修志。编纂《盐城市环境保护志》，翔实记载盐城环保工作走过的

光辉历程，全面反映盐城环保人创业、创新、创优的辉煌业绩，是非常有意

义的事。

1985年，盐城市环境保护局成立，开启了盐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局

面。20多年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环保系统干部

职工的不懈追求和共同努力，环保机构从无到有，环保队伍从小到大，环保

道路越走越宽。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来，环境保护工作加快推进历史性转

变，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最受瞩目的公共事务之一。盐城市环保事业风雨兼

程，奋力前行，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生态建设不断加强，环境保护进入加速

发展的新时期。

环保事业是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朝}rEl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关

注，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坚持环保为民，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突

出环境问题，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是

新一代环保人肩负的光荣使命。环保人唯有继承和发扬和谐、务实、规范

的优良传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伟大时

代同行，与环保事业共进，用我们的双手去谱写环境保护新篇章，创造环保

事业新辉煌，尽早实现盐城海晏河清、天蓝地绿的美好愿景。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现代方志

学的基本理论，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盐城环保事业的发

展轨迹，着重记载盐城市环境保护局成立以后环境管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情

况。本志定名为《盐城市环境保护志阮

二、本志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随文。根据部门的职

能分工和城乡环境保护的科学分类，横排门类。全志除序、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按章、

节、目等层次，并附以条目体，纵写史实。

三、本志上限起至20世纪60年代末，下限断于2009年12月。为保持历史资料

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概述、大事记等延伸至2010年12月31日，部分人事机构延伸至

2012年8月10日。

四、本志所载地名、机构称谓，均按不同时期名称记入。同时，志书中部分名称采

用了简称，如：盐城市环境保护局简称市环保局，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简称省环保厅，盐

城市区简称市区等。

五、本志未设《人物志》o涉及的人物以人物表或在记、述中体现，用以事系人的手

法反映人物的作用。

六、本志以盐城市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市环保局各处室和直属单位收藏的史料为

基础资料，重要资料注明出处，附录中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七、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记述，特殊情况则照实记

载，必要时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农田土地面积仍用“亩”作计量单位。

八、数字的使用按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86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本志中涉及的年份均为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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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50年

10月6日，盐城县动员民工2000余人，于县城西门开挖越河。

1 951年

8月20～23日，盐城遭暴雨袭击，海潮猛涨，滨海、东台、大丰、射阳4县几段海堤

冲毁，卤水倒灌，农作物受海水污染，损失较大。

11月16 El，苏北灌溉总渠开工建设，分两期施工，次年3月竣工。

1 954年

6月下旬至7月下旬，盐城多次降暴雨，上游客水压境，形成特大洪灾。

1 955年

9月21日，射阳河闸开工建设，次年5月21 El竣工。

1 956年

9月30日，新洋闸工程开工建设，次年5月竣工。该工程是当时全国水利示范工程，

里下河地区第二排涝大闸。

1 971年

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治淮指挥部，开始全面整治黄沙港。次年春完工。



1 972年

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兼管环境保护，地区卫生防疫站承担具体工作。

1 975年

盐城环境保护工作改由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兼管，在安全卫生办公室设专

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1名。

1 977年

10月，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组建盐城地区环境保护办公室，配备3名干部，边

进行机构筹建，边开展业务工作。

12月，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组织召开地区环境保护会议，会议传达省

环境保护会议精神，研究落实1978年环保工作任务。地区各有关局，各县计委、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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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实行“三废”排放收费和罚款的暂行规定。

10月，全省环境监测站站长会议在盐城召开。各地、市环境保护监、狈4站站长出席

会议。会议总结1979年监测工作，部署新形势下的环境监测任务。

盐城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国家海洋局渤黄海协作网委托，第一次承担渤黄海海

洋调查。

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蔡士魁为地委常委作了一场环保科普知

识专题讲座。

11月10日，经盐城地区编制委员会批准，盐城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编制由最初的

10人增至15人。

同年，大丰县环境保护办公室，射阳县、阜宁县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相继成立。

1 980年

5月，盐城地区行政公署转发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关于大丰县大桥

公社开展棉花害虫综合防治，减少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大桥公社棉花害虫综合防治

的经验在全区近50％的乡村推广运用。当年全区棉花害虫综合防治面积达200万亩，

并由一虫一病防治发展到全面综合防治。

9月2日，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就盐城发电厂拒缴超标排污费，向盐

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2月24 Et，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确定：盐城发电厂从1980年1月1日起至年底，共缴纳10．3万元，在年底前一次汇人

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账户。这是盐城市第一起因环境问题而提起的行政

诉讼，当时的《新华日报》作了典型报道。

12月，盐城地区环境科学学会成立，蔡士魁任理事长。

同年，东台县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东台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滨海县革命委

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

1 981年

4月，建湖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2人。

5月12日，盐城地区行政公署向省政府呈送《关于要求迅速解决灌溉总渠排水渠

严重污染问题的报告》o

11月，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与地区工业局、文化局联合发出通知，组



织驻城地、县工厂职工观看电影《皆大欢喜》o该项活动持续4天，观众达4万多人次，

第一次较大范围地宣传了环境保护知识。

12月7日，盐城地区行政公署向各县人民政府、沿海各有关公社发出通知，要求加

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

12月28日，盐城地区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加强对丹顶鹤保护工作的通知》。

同年，盐城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在市通榆中路4号建成一幢局部4层、建筑面积

960平方米的监测实验楼。同时建成的还有一幢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的宿舍楼。

1 982年

3月16日，射阳县地名委员会将扁担港外滩涂命名为柄鹤滩。

5月17日，盐城肉联厂率先试验成功用射流曝气活性污泥法处理屠宰废水，处理

效果稳定，达到国家规定的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5月，受省环保局委托，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在盐城开办苏北各地环

保干部参加的农业培训班。培训班由盐城环保干部讲课，教材是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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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管理处为省环保局直属单位。1984年l 1月15日，省环保局在盐城召开保护区

成立大会。该区是中国第一个海涂自然保护区，区内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的珍禽有8

种，二级保护的有20多种。一级保护珍禽丹顶鹤数量约占世界丹顶鹤的一半。

3月17日，盐城市制药厂痢特灵车间乙醇工段，发生环氧乙烷钢瓶爆炸，车间倒塌，

17人受伤。

3月26日，省环保局在射阳县新洋港镇召开为期3天的滩涂保护区研讨会，国内

30多名著名的鸟类专家、教授和新闻记者出席会议。

4月5日，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和盐城地区基本建设局合并，建立盐

城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盐城地区行政公署环境保护办公室更名为盐城市环境保护

办公室，划入盐城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管理，科级机构，编制和职责不变。同时，盐城

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更名为盐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4月8日，蔡士魁任盐城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党委委员、盐城市环境保护办公室

主任。

5月8日，全市农业环境保护会议在建湖县召开，会议交流、推广技术承包责任制、

防治农药污染先进经验等。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工程师余慧茺和省环保局局长季解应

邀到盐城并出席会议。

6月4日，盐城市郊区龙冈果园小学张萍等109名同学联名致信《中国少年报》，反

映龙冈果园群众因饮用受污染的串场河水，普遍发生皮肤病等情况。10月21日《新华

日报》记者黄小雨专程到该校采访，并于12月8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二版发表关于

这一事件的专题报告。

6月15日，盐城市环境保护办公室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召开的全国农业环保工

作先进代表会议上作专题发言。

8月，《中国环境科学资料通讯》将盐城市环境保护办公室编印的《农业环境保护

讲义》收录其中并作专题介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教育委员会还将此作为全国农业环

保培训班教材。

11月15日，市政府颁发布告，要求严格保护丹顶鹤等珍稀野生动物。

同年，阜宁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阜宁县环境监测站、射阳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成

立，盐城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更名为盐城市郊区环境监测站。

1 984年

4月13日，省编委批准成立江苏省沿海滩涂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为县(处)级建制



的事业单位，编制14人，隶属省环保局领导，主要保护丹顶鹤、白鹤、黑鹳等珍禽和海涂

生态环境。同年1 1月，省环保局在盐城召开保护区成立大会并为管理处挂牌。

4月20日，盐城市环境保护技术装备服务公司成立。

5月18日凌晨，盐城通榆河、丁溪河、江界河、何垛河等河道遭受通榆河上游东台

断面流入的污水污染，致使河里的水生物基本灭绝。污水团在大丰县境内河道停留近

lO天，大丰县7个乡、53个村、455个组均受影响，38851亩水面、1．18万亩农田被污染，

损失约84万元。同时，污染还造成7．12万人、lO．35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大丰县洋心

洼乡60人因饮用污水而中毒腹泻。

5月25日，农业部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苏州召开全国农业环保经验交流会。

大会共有7位代表发言，其中盐城就有4位，分别是盐城市环境保护办公室、建湖县政

府、大丰县政府和东台生态户的代表。

6月，市直及城区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和省第四

次环境保护会议精神，总结1978年以后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经验，确立“七五”期间环

境保护奋斗目标。市委书记杨明和市长金基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9月，农业部组织的高级专家代表团专程到盐城考察农业环保工作，市长秦兆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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