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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磨黑盐矿志》印刷出版的通知

磨黑盐矿：

你矿编纂的《磨黑盐矿志》，经我办认真审查，认为该书全面、

系统、详实地记述了磨黑盐业的发展，其政治质量、体例质量、资

料质量、论述质量、文字质量均符合地方志编纂、出版标准要求，

决定批准该书印刷出版。

中共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党史研究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0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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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吕 众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是一项总结历史，

服务现实，开创未来，关系到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

磨黑盐矿自1983年开始修志，历时20年，几经周折，在历届

矿党委和行政的高度重视下，在普洱县史志办的大力支持下，今天，

《磨黑盐矿志》终于面世了。这是磨黑盐矿自清·雍正三年(1725)

开采以来拥有的第一部志书，它把盐矿长达278年的昨天和今天作

了比较全面、系统、客观的记述，它的问世必将为磨黑盐矿的明天

提供宝贵的历史参考和借鉴。

回顾过去，磨黑盐矿历经了井一场一厂一矿几个历史阶段的发

展，历经了地面吸卤一地下采矿一水溶采卤几次开采工艺的革新。

从一个个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为今天具有年产10万吨精制食盐的现代

化大企业，盐矿人付出了几辈的艰辛努力。解放前，由于受官府、

灶户的统治和封建“丁份制”的束缚，原盐生产受到极大阻碍，一

直保持手工操作和小工场生产状态，产量长期在年产4000--4500吨

左右徘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磨黑盐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丁份制”，建成

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工人做了企业的主人，激发了巨大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在清代，磨黑盐最高年产量3260吨；中华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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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黑盐最高年产量7356吨；新中国成立后，磨黑盐最高年产量

8．78万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磨黑盐矿从采矿到制盐，基本实现

机械化和电气化。由单一的制盐初步发展为集制盐、建筑施工、劳

动服务、煤砖生产、锅炉安装等为一体的多元化格局。职工的年人

均工资由1949年的193．73元增长到2002年的10394元，增长了

52．6倍。

今天，我们修编矿志，就是为了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为今后盐矿的发展提供借鉴和依据，同时也为盐矿今后进行矿史教

育提供教材。以史鉴明兴衰，一个不懂得总结历史的企业，不会是

一个有灿烂未来的企业；一个忘记历史的企业，不会是一个锐意进

取的企业。我相信，《磨黑盐矿志》将在磨黑盐矿未来发展中充分发

挥其“资治、存史、育人"的功用，促进各项工作快速发展。展望

将来，磨黑盐矿将在“以盐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营方

针指引下，坚持以“磨黑为基础，思茅为依托，思茅港为基地”的

三点一线的发展格局，上下团结一心，创造更大的业绩o

· 2 ·



凡 例

一、《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磨黑盐矿志》的编写，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全面的反映磨黑盐矿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1725年，下限至2002年，记述内容详今

略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内容为主。

三、本志为章、节、目横分构设框架，以述、记、志、传、图、

表、录七种体裁丰富记述方式，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图表、

附录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以志为本书的记述主体。

四、本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使用汉字，并加注公元纪年；民

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为

反映历史面目、尊重历史，在资料引用时仍照历史原文引用；历史

上曾用的重量单位等，均照原资料录入，不加换算。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1725～1985年云南省磨黑盐矿志》；

其余资料，取自磨黑盐矿档案、县史志办公室所有资料；数据以统

计部门统计数据为主，兼用有关部门各个时期的调查、普查、详查、

概查数据。

六、本志中略去世纪的“××年代”，均属20世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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