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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在县委、

县政府、县经委，县志办的具体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为指

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进行了《三台县盐厂志》的

编纂工作。

《三台县盐厂志》，着重记述了我厂地下资源、生产变革、经营管理、对私改造等

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内容真实，简明具体，为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提供历史借鉴，以流前人之芳，激后人之志，但由于部份历

史资料散失，加之我们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遗漏和错误必定难免，望读者指正。

在此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各个方面及全厂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编纂组的

全体同志，不辞辛劳，认真负责，通力协作，力促其成，完成了我厂一项前所未有的十

分艰巨的工作。在此成书之际，盐厂党委，特向上级有关部门和兄弟单位以及致力于本

志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三台县盐厂委员会书记 雷弟凯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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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

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突出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秉笔直书，

求实存真。

=，本志上限自1 9 5 6年，下限至l 9 8 5年。追述历史源流则不受此限。

三．本志篇目结构，按照新志书体例设置，以事分类，以类立时，章下分节，节下

排目．全书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名篇为纬，横排竖写，以横为主。

四，志书体裁。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达形式，以志为主。一律用

语体文记述体记述。

五．本志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襁“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

国后”。

六．志书中的简体字一律以国务院批准的一、二批简化汉化字为准；地区和单位名

称一律以当时称呼为准。

七，本志资料取自于县档案室，本厂各职能部门和知情人所提供的资料和。口碑”，

经整理、编纂、修订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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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台县盐厂，位于县城以东2 0公里的富顺镇。东经105。107，北纬3l。107。卤井

分布区南北长7公里，东西宽6公里，环绕于省道唐巴公路和富秋公路两侧。所属安居

分厂，位于安居场镇西南两公里。

本厂开创于请遭光元年(1 8 2 1年)吴朝矶开锉第一口卤井⋯“香樟树井”
l 8 2 1年至l 9 1 2年为田南(田边子，今富顺、南峰寺，今塞江)盐业开发时

期，灶户逐渐扩大到2 7家。

l 9 l 3年至l 9 4 5年，为田南盐业发展时期。主要由于抗日战争和军阀割据，

交通阻塞，外盐无法内运，使当地井盐得到畅销，促进了盐业的发源，灶户增加到7 2

家，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

建国后，1 9 5 0年至l 9 5 6年，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

去恢复生产，减转就业，私私联营，经济改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把盐业生产纳入国民

经济计划轨道。共有灶户9 9家，年可产盐5 0 0 0吨左右，成为全县之冠。

l 9 5 6年2月，将田边子、南峰寺、杨家河所属私营盐灶2 7家，联营灶1 0家

农民灶5家，公营灶2家共4 4家合并，建立“四川省公私合营三台富顺制盐厂”。厂部

设秘书、’生产、财会、供销四个股，下设“义新”、“义发”、“鸿利”、 “祥辛”、

“祥顺”、 “共和”等六个生产部，全员职工l 0 8 0人，有生产卤井2 7 5眼，盐房

4 7座，骡马2 5 5头，资产总直3 6．1万元。由于政治形势稳定，管理制度严谨，

连续三年平均产盐6 0 0 0余吨，年盈利l 0万元以上。

l 9 5 9年至l 9 6 2年，大跃进时期受高指标、瞎指挥影响，不顾客观条件盲目

上新井，搞“六化”和大兵团作战，“无煤闹高产”，工作上顾此失彼，生产乱套，年

产盐急剧下降到3 0 0 0吨左右，连续三年亏损。

1 9 6 3年至1 9 6 6年，经过贯彻党的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以及“四清”

运动，对职工实行调整，生产恢复正常，并玖人畜力汲卤为机械汲卤，修建晒卤枝架

6 6 4 0平方米。企业略有盘余。

1 9 6 7年至1 9 7 6年?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组织机构被砸烂，规章制度被破坏，



群众组织在“革”与“保”的问题上互相攻击不休，领导干部“靠边站”，生产处于半

停产和停滞不前状态，原盐产量徘徊于2 5 0 0吨左右，十年动乱，九年亏损。

l 9 7 7年至1 9 8 5年，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

正，正本清原，建立了厂党委，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和职能机构，修建了安居真空制盐

车间，建立了安居分厂，落实了历史上错误处理人员的政策，盐产量又回升到年平均

3 5 0 0吨，连续五年扭亏为盈。

1 9 8 4年7月，为适应经济改革的发展形势，开始在县城以东的东塔乡新建“四

川省三台食品厂”，力争将三台土特产品加工精制，投入国内外市场。

1 9 8 5年3月，富顺工区停产食盐，安居分厂保留。当年7月，又投资l 3万

元，利用富顺真空制盐车间厂房宿舍、设备、人员改建纯碱车间一座。

建厂二十九年来，钻井、汲卤、浓卤，输卤、制盐五大工序都由原始的人力，畜力

改成了机械和半机械化生产；有二十七年，氯化鹃平均纯度超过了国家一等井盐的部颁

标准，多次评为“省优”，荣获“产品质量信得过”称号，三次送北京及赴日展览；二

十九年中，十二年盈余，十七年亏损，品迭国家投资补亏以外，为国家积累了利税498

万余元。

l 9 5 o．年至l 9 7 2年，先后打深井3眼，其中新源深井已达l 3 7 8米，但卤

源很少(日产不足l立方)。1 9 7 1年至1 9 8 0年，在富顺和安居机钻(5 0 0型)卤

井l 5眼，日产卤均征0．6—4 0立方米，原咸3—5度(波美度)。鉴于地下资源所

限，只有在经济改革中另创新止，逐渐转产，才能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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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沿革

第一节 建厂前概况

三台县盐厂厂部，挂落在三台县城以东的富顺镇上(原名田边子)。

所属分厂，工段、车间分布零星，距离散阔：富顺工区横跨富顺，塞江(原南丰寺)

芦桥，金鼓(原兴隆)四乡；安居分厂分布于县南安居乡境(原河咀)，东南距七十余

公里。安居分厂源流很早，富顺工区开发较迟。

安屠分厂的前身即原“河咀”和“黄明月”两场务所所属灶户4 4家，活井(生产

卤井)l 6眼。它经过l 9 5 8年国社合营；1 9 6 4年砍厂停办；1 9 7 1年部队

(绵阳驻军)开办“五．七”盐厂；1 9 7 2年富顺盐厂接办；1 9 7 9年发展为分

厂。地理位置与凄江接壤。锉井开灶是从凄江(即古凄县遗址)沿袭发展而来，据史料

记我，凄江。产盐始于汉”。

富顺工区的盐灶开办于1 9 2 1年。创始人是田边子九龙寨吴朝矶。在今富顺一村

五队，小地名猪儿咀，香樟树下开凿第一口盐卤井一一香樟树井。成井后，吴又从三元

八角庙补课(转办纳税手续)然后立灶开煎，灶名满春园，后更名大有堂。开办了富顺
地区井盐工业。

1 8 4 8年以前，盐业上的基层管理机构称之为售票所。主要是管理盐业的税收，

出售盐税票证，坚持盐税制度，防范走私漏税。当时田边子灶户不足十户，售票所规模

很小。

1 8 4 9年起，三台盐业分东南西北四路，名义上划为四大厂。我东路为会连厂。

自改四大厂以后，售票即更名为场务所。

1 9 1 2年，富顺、塞江(南峰寺)两地，盐灶户已发展到2 7家，其中富顺有群

利灶，全义灶、人和灶、德和灶、文星灶，洪仁灶，保禄灶、义发灶、中和灶、洪源灶

武成灶，钾林灶、大林灶、大义灶、长青灶、永义灶、承恒灶、义和灶、永顺灶、义兴

灶。其中塞江有：大兴灶、同德灶、元亨灶、永顺灶，余庆灶、兴义灶、共顺灶。

南路所属盐灶，称之为“丰旺厂”。售票所仍改称为场务所。
1 9 3 9年会连厂所属各场务所盐灶户曾发展到l 5 1家。其中富顺塞江9 2家；

丰旺厂发展到1 3 3家，其中安居分厂的辖区4 4家。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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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三台东南两路所属井灶统计表

名 称 灶户 活 井 病井 备 注

田边子 50 l 20 209 三台县盐厂富顺工区前身
东

南丰寺 42 48 64 三台县盐厂富顺工区前身
路

厶
杨家河 7 7 33 三台县盐厂富顺工区前身

石

兴隆场 7 15 25 三台县盐厂富顺工区身前
连

杨家井 28 l 99 216

厂
三清观 17 30 54

河 咀

南 44 1 6 三台县盐厂安居分厂前身
黄明月

路
鱼洞井 37 1 以并统灶

丰
广利井 1 0 47 3l

旺
下观音桥 1 6 49 29

厂
大悲阁 26 5 2 以井统灶

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这十年由于军阀割据，交通阻塞，南盐无法北运，销售畅

旺，利润激增，对发展生产十分有利。富顺工区的盐井由l 7 1口猛增到2 5 8口。

见：民国初年到民国末年(1 9 l l一一l 9 4 9)井灶产盐变化表

场务所 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到四九年

备注

名 称 活井 盐灶 月产盐 活井 盐 灶 月产盐

田边子 120 50 4，000 200 4l 5，000 活井及生

南蜂寺 48 42 1，500 50 26 3，000 产井，单

杨家河 7 7 250 8 5 400 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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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9年1 2月2 8日富顺乡解放了，场务所变成了人民政府的基层盐务管理机

构，盐业户就是当地的地方工业基础。再通过一系列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政策，逐渐过

渡到公私合营。

l 9 5 O年7月，逐户登记，造具盐灶户户籍清册：田边子、南峰寺、杨家河三处

场务所共有灶户9 9家，有生产井3 2 3眼，月可产卤6 1 5 0立方米，月可产盐

3 1 6吨，有盐锅6 5 5口，有盐工l 9 6 2人。它是以后建立盐厂的基础。

建厂前，灶户的盐业生产由场务所管理，场务所主任具体负责。

1 9 5 3年，田边子成立了“富顺物资供应站”，隶属于三台县制盐同业工会主办

的“三台县盐业物资供应社”。新渡1：3设立了“转运业务站”，在通口设立了“班竹统

购站”。统一解决盐业生产需要的物资。站内经理、会计、出纳，保管各1人。它就是

建厂后供销股的前身。

附录：

1 9 5 0年一1 9 5 6年场务所主任姓名

场务所名称 1 9 5 2年以前 l 9 5 2年以后

田 边 子 赵 维 训 蒲 剑 张光位

南 峰 寺 张 祯 礼 张思联 陈定华

杨 家 河 陈 洪 祥 并入田边子场务所

兴 隆 场 李 维 清 王 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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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厂后的机构演变

l 9 5 6年2月l 5日，从公私合营建厂起，至l 9 5 8年1 2月止，行政机构和

橡属关系几度变化。

初建厂时设厂长一人，副厂长四人。

厂部设办公室、秘书股，生产统计股、财会股、供销保管股。

厂以下生产单位分地区设立生产部：在富顺辖区设“义新”生产部、 “义发”生产

部、“鸿利”生产部；在塞江辖区设“祥丰”生产部、“祥顺”生产部；在芦桥辖区设

“共和”生产部。

各部设主任、副主任、管理员、核算员、事务员、保管员5一一1 0人，具体管理

生产．生活中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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