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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盐厂发展历史为线索，上起I 958年建厂，下迄l 985年。

为完整地记叙事件全貌，个别事例可适当突破上下限。

二、本志一律以公元纪年。

三、大事记以年月为序反日kc g．f k F-、建设、机构变革等事项。凡

一事件前后有所变异者，作一次叙述，先进集体以出席县为起点，先进

个人以出鬻地区(市)为起点。

四，厂内历次政治运动及实际意义不大的学习运动在本志中一般不
予反映。

五，编纂中，数据运用以正式文件、统计、财务报表为准，确因资

料不易收集，则以书面总结、记录等非正式文件为据。

六、鄱份行业专用词或习惯用语，不完全合符规范，但在本行业通

竹。故不作*e-f-i解释。



概 述

． 资中产盐，历史悠久。据《续修资州志》载： “资中故产盐，《总志》

载：唐时，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

简井四百六十；宋，粹州路资州九十四井，银山县有盐井十一，盘石县

有盐井十八。"又载： “资中罗泉井古厂也。创于秦、沿两汉，而晋而

唐而宋而元明，其间虽盛衰不一，要未若有明末造上，苦矿税敲剥下，

遭流寇踩(蹂)躏，井厂停废有自来也。迨清雍正八年(公元1 730年)

始开复原额，于时课井二百三十七眼，部颁水陆引二千九百二十七张，

运销资州、资阳、仁寿三县七十余场刀， “时金李井井商请由罗泉井拨

给课井八眼，。陆引一百二十七张，销岸五处，故称罗,r-h母厂，金井为

子厂。"到同治、光绪年r．-／，罗泉盐井数量达1200多口，成为资中产盐

的极盛时期。罗泉盐质优良，其品种分为巴盐、精盐、花盐。巴盐味美

质甘，精盐雪白成结晶体，花盐纯洁无渣。经盐运使提验，嘉奖精盐质

优，准于提价出售，各销岸亦乐于购食。1925 z-F(民国十四年)，罗泉

井盐陈列于巴黎世界展览会，品居世界第一。化验结果，纯盐占99％

有余。

两千年来，盐业生产一直沿袭着人拉牛推的生产方式，凿井深度也

在百来米，最深者不过600多米，卤水浓度低，含盐量一般只有百分之

几，高者也仅百分之十左右。在官、匪、豪绅的盘剥和侵扰下，盐工生

活十分艰难，到1949年解放时，资中的盐业已经濒临破产边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

义改造a 1958#1'耳-1，先后建立了井油硫磺矿，盐业生产指导处，组织盐

业生产。1959#，又将井油硫磺矿先后X-名资中盐厂，资中县商业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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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盐厂。因未凿新井，利用旧井，黄卤埋藏浅，浓度低，产量甚徼，连

年亏本。1962年迁厂到公民区后，生产也无起色。直到1970年双一井钻

成，大量黑卤涌现，资中盐业才真正发展起来。食盐产量由原来的几百

吨发展到1．4万多吨，并进行综合利用，生产出硼酸、氯化钾等盐化工

产品。生产方式上也一改千年旧习，彻底淘汰了人拉牛推的采卤方法，

使用了电动卷扬机、抽油机提卤；原有小锅小灶也改为大平锅，1983年

开始又改建真空制盐和开发溴，碘产品。企业亦由原来的亏损、微利状

况变为每年为国家提供税收上百万元，盈利数十万元。 一

‘资中盐业历尽沧桑，方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据地质勘探和生产

实践证明，资中县域内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料，仅双河矿区40平方公里

范围内，就至少可供年产5万吨食盐开采85年以上。资中县内的黑卤，

不但含盐量高，而且还含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硼、钾、溴、碘、锶、锂等

多种化学元素，为我县发展盐化工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目前，我厂

正在着手扩建5万吨真空制盐和进一步开发盐化工产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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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58年

4月 建立“四川省地方国营资中井油硫磺矿"，崔志勇任矿长，

罗秀文任副矿长。

7月 资中县盐井生产指导处成立，商文林、何学正为负责人。

9月 组建盐井生产指导处党支部，商文林任支部书记，何学正任

副书记。

同月 组建盐井生产指导处团支部，商文林兼支部书记，彭富安任

副书记，

12月 县经济计划委员会批复，罗泉食盐出厂价每市担1 3．56元，零

售价每市斤0．1 5 5元；胆巴出厂价每市担8．50元，零售每市斤0．10元。

1959年

1月 县人委批复，双龙等7个盐厂为试办初期，出盐率低，成本

高，所产食盐免征盐税。

2月 县委工交部通知，改井油硫磺矿党支部为党总支。4月正式

成立总支委员会，张焕任副书记(未设书记)。

2月 县人委批复，同意井油硫磺矿免征食盐税至3月底。

3月 县委决定，各区在罗泉办的盐厂交县商业局统一管理，撤销

盐井生产指导处：

4月1日 资中县商业局罗泉盐厂成立。

5月 县人委免去罗秀文副矿长职务。井油硫磺矿改为资中盐厂，

崔志勇任厂长(6月，崔志勇调离，黄显根接任厂长)。

同月 县人委任命商文林、朱富芳任罗泉盐厂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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