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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盐业支公司门面图



盐亭县盐业支公司全体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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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盐业臂理处销岸区域图



鸷亭县盐两狳卡，俞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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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盐业志编纂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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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盐业，历史悠久，转运供销，素称兴盛，在川北并盐事业中，．首屈一指a故于西魏

废帝时“因定盐井弦而改县名为盐亭。民国以前的千余年间，为县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之

一。数以千计的盐业劳动者，。为此流血流汗，苦心经营，莫不被受艰辛，其业绩实令人可歌

，可泣，耋共历史回薷笛岂光辉灿烂。时值深化改革，，大展宏观经济之际，欣逢盛世修志之期，回

顾其渊源发展，探索其盛衰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汇集成册，以为振兴经济、建设文谚之
用，故响应中共修志号召，组织力量编写出了这本敢盐亭县盐业志》。 ．

≯。I 一： ：!j一‘‘·1{+’。一+ +．．：tj．羹～，‘|、j； ≯ 。
i．-

在编写本志时，除在县档案馆，县内有关单位查阅了大量资料外，还从省档寒机关、、省

一。内古今井盐产区。爵盐韭管理舔5n；’索取了必要l的资料。一垒。志分为八章、=十三常，、横排纵

j翁t r器统记述蒜趟i亭盏监管理机构的演变产盐、行盐的历史和现状，盐业的改造和经营体制
变革，盐工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幂Ⅱ之今潜，是一本盐亭盐业的发展史，是盐亭人民经营盐业的

簿攀史·为了保存史料，提供借鉴，还辑录了部份中央和省的盐政、盐法及川盐兴衰的历史

资料；￥毂期起封努现实服务i、供话世资治前作用。 。：～
2‘’ ’。

．m．j～≈?’*嵩． 。 、，；i：。 、，

一 编写本志，自一九八兰年开始，予琴鬻嫒}5恣瞥苈时数载，：’有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关
怀，有上级业务部门和修志同行的指导、支持。有各单位和社会人士的配合协作，但由于编

写力蛩不足，缩纂经验缺乏，在揭示规律，体现特色，突出重点等方面，难免无疏漏、缺

点，读者如能苁中多少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也就算尽其编写本志之能事了。

杜树根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日



凡：：0例

磐。 一、本编取材子。露清于毛盐法志”， “四JlI盐政史移，“四Jlf省、益韭公司盐。志编修办公

‘耋矽，’“五通桥盐厂档案馆，，， “自贡盐史博物馆黟f．q釜亭县档案馆一点譬盐亭盐业支公

司文卷"。“三台档案馆)ll：Ik盐务管理局文卷”·、“盐亭县惠拈公室资，麓妒‰i及走访日碑

记录。 。一‘ 、■j。： 。。

“ ·：¨

二、本编上限公壳五百零七年，下限一九八五年，‘由于食盐的生产管理是承袭历史的经

验，打破行政区划，以资源划经济区域，定厂，定场。所以有些部分涉及邻县，及全川盐业

鹣开发，遴废。遗赛金羼，i＆掇臻瞬嫱涵所，从掰区冁f丹女眩一'直属西盐场，(西充盐场管

理处)。产量销售都耒统许，；从溉；盘雏鞭蔓翻盛篱遥芽獬要毒纛弋：．二+-”革筻
三、本志纪年，以公元，用汉语、数字、盐斤数量以担作单位，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货币

：以银元计值，一九四九年以后，以人民币新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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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属天然矿产，为人民生活所必需。又是国家财赋之大宗。拟四JIl盐政史记载：盐之有

二。税，为时最早，古蓐时有青州i以盐为贡。囊周瓤宋期，齐国管忡煮海为盐‘噜q民制官卖之

‘珐，而国以富强。自是而履，j避异事变，盐法屡更，羼代善朝皆有其管制之法，立求更多地
“征纳课税，至予经营好坏，则是百姓煦事。有时为了战争赛取经费，不措竭泽而鱼，杀鸡取卵，

{潦朗霉税。难人民掌握了盐政，。声积极麸持生产，励民开井。历代有官产官运，官产私运，官运

食，必由宦运往接济。道远价高■民以为苦d对四卅三七州。，四千丸酉余井，岁产盐约六万

，余斤，指纳税部分，社会私盐遍野。1明代洪武年间，定每米一石以盐贰百斤计，还有更盛者

i獭明盐之昂贵。由于盐属官收官掌，明代前Ⅲ省设提举司，清初设守巡道，任民开凿，只征
一谋税，清摩熙、。‘；十五年，始将四川盐票停止，改行部引。雍正七年，因行引无一定准则，
官易携诿|，而使其私商偷漏课税，川陕总督黄廷桂奏行计口授食之法。设驿盐道予成都管理

驿递盐藩事务。后将驿递拨归巍司改为盐茶道，凡属盐茶事务统归管理。仍秉承于督抚，并
，予各属或设盐课大使，或设盐拣通削，‘州判，县丞典史等职，裁撒不常，但征收之责在州

．：共j i。

=I 、i。，‘L．、． ，

宣统隼间，清廷设盐政院整理盐政。，将四川盐茶遵改巍盐运使≥将滇黔计岸，两官运司

栽撒，归并运司，设立盐政公所鹧司∥各景盐产税业由县丞典史办理。

民国初每，i四⋯1。．，c．旗双豫：乱之后，盐业一蹶不警。t军．阀混战，”地方不庆。民国三

年，，因北洋政麻借用辨债，要斟金国盐税担保，，从此盐政大权，由鳓国人置掌，设立总稽核
所，以管辖各地盐务。由因军阕截留盐税，以充军饷，防区分守各自为政”、生产频临予兵荒

马乱，毫无景气。当蹲，出任妈，Il藏敷使邓孝可‘申称哪l{盐为民生日用之器；与布帛菽粟同

_‘重要，不应征以重税，更不应弱以法禁，使民不能，自由，生产困累。黟逐取消官运，破除

弓潆，改为就场征税，推广于今。≯谈jj ≯ 。

’i盐亭县系盐得名；西魏废帝兰零(公元五苜五十四年一>，因当财县城靠近盐井之故。经

隋至唐盐产最盛，唐时，四川产盐六十四县，有永泰县(盐亭)。宋时产盐五十二县，盐亭

以东关县名‘歹蛹孽册净。明朝声盐县有盐亭矗唯有元代困课税甚鸯，法禁亦严，并多废闭，存者
·仅产盐帝五县铲清老巾叶，行行口授食之珐，弓l|氆各县招商承办；．同抬年问卜各地产盐逾量

诹引之外，尚有余割·课税囊孽菊莆．乃予盐斤另征≯以瘴设局，各蜘县择氮井灶团．聚之处，
分别归并其井灶不多者，自行停办，或予以封禁，四川共成立二十四厂，盐亭盐产归并子西

益厂”’-(西充盐亭蒴县境内之盐悲)备 -’一．．．- ，j ．。0 j

t～。民国初年沿前清艺倒，‘为便争管理，埘坩南州t北两|大盐逸v璞F弓留场，盐亭属西盐场，至

。·4。‘



民国十六年，才将西盐，南阆西场鸾远之井灶，单独划出设立南盐场，(及盐亭大部份地

区、与南部之富村驿井灶)。设盐亭县城、自始有川省二十八场之设。

盐亭井属淡水区域，盐灶生产规模不大，附业颇多，每开一新井，凿至三、五十丈即得

卤、浅则十余丈，投资少易兴办，盐销路畅时，赶井赶火，修旧淘练，以增卤出售。遇淡季

或重税即停产，弃井短煎，山高沟夹-道路崎岖，巡产不易。．地火区个体劳动者多，专业为

生，多系蓬射盐场进山之盐民，一家一地灶，守宿火井，靠买卤水，不费燃料，成本低获利

比柴火盐多，致使民国二十九年盐亭地产盐猛增，新成立汪沟、杨庙√＼角公垣。盐亭当年产量

破十万担。

民国二十六年9改南盐场公署，为盐亭盐场公署。一九五零年一月，人民政府改盐亭盐

场公署为盐亭盐场管理处。沿袭历代按生产区管理盐产之体锚，领导下属十兰妍，五个验

卡，驻场缉私-个中队。(连的编制，直属川北盐务，缉、私大队)。在驻场军代表的直接组

织下，各场照常营业，正当百业待兴，国民经济急需恢。复元气，为医治战争创伤0：人民又期

待着吃盐的紧迫任务，感召眷全体盐业战线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在政府的号召下j加强扶

持生产。 ，
一

。

一 一九五一年，国内民主改革运动风起云踊。盐商灶商态度暖昧，经营消极，产区盐产日

“减，溉会供不应荥≯潇越奸商闾集落鹅市场盎价昂黄。瘫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指导下，
从西南财棱，西南箍棱f调来盎事盐场。孰骨苇分、J碍罐局隽擀瞧学生≯充实盐产管理队伍。

‘又经川北区党委安排，JiI北行署统计室培训的五十多名型瑷i：奎柞手部，到川北盐务管理局。
针对川北盐荒、进行调查统计，赴射洪盐场、蓬溪盐场，调查制盐成本，摸清廉、、：”燃、材料

的消耗，核实一切费用。凭详细数据核定成本，调整场价，从实际问题着手解决。这样在一

年内就稳住了生产，渡过了难关。鉴予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物质是政权的后盾，国家不掌握

足够的物资，势必仍商摆布。从一九五零年五月，加北盐务管理局指示：迅速在销岸设受分

销机构，产场设盐监支公司，食盐统一由}il：lls盐务管理局管理产运销，各场盐管感接支公司

牌子，执行公收公卖，控制分配、掌握批发、整顿市场，登记零商。在产场扶持生产、管理

开停煎，排除遗道匪患抵制私漏，做到调拨及时，这些征确措施，充分实施以后，生产好转

了，对盐亭盐场所属之鲥阁、样潼销区食盐的紧张也得蓟缓和。 ‘o：： ：’，．

j 一九五一年底，由予减退土改运动的深入，i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人人拥政护

’税，专韭。缉私也就没有必要。一九Z--"年。川北盐务缉私大队、经过整编训练，毒爹数转为盐
：‘场生产管理人员。 ■： ：’‘ 口‘

一九五六年，国象对盐亭盐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辣土改没收的七处恶霸地主盐灶为
：’人民灶外，。其他都纳入对个体劳动者的改造步骤f走合作化之路。有的柴灶是地主资本家在

经营，由于资本微薄，井灶条件差，办公私合营没有条件，-律办农盐合作社。盐工多扁附

近农民I盐管处合并商业屠，，从卜九五七年九月起、物料供瘦奇缺，生产多属各自‘筹划经

营。 !‘-‘ ．

。 ‘■√。 ， ．。

一九五八年犬亦工业，盐照改为滢血办盐厂。两河，：‘章邦、金星、富驿四缝井灶由区供销

社经营。管理放松、生产日减，当年盐就不够供应，+_蹲为川北井灶普遍海汰，放给农村当付

业，设备检修差，盐王待遇低髓食盐县内都不能自给，t全省都处于产不敷销，专区也无调运

。安排外地盐。 ?■ 。■ ，

一九五九年上年，专区经委安排各县，凡有产场的成立锻盐工业局。。抽调专业人员。盐亭

制盐工业局，设两科一窘。地点原盐亭盐场管理触灏东衡l目^址。盐业靠国家贷款、扶持。．到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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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年，产盐不足每月四千五百担。各地分销社还派社员自已执购盐摺，到灶上守倒盐锅煮。!
到一九六一年，在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省盐务管理局，对全省盐业生产、大力调

整、充实，使蓬莱盐厂生产迅速好转。如东方出现的曙光，使人心得到安定。继而生产有

余，使销区无法安排。

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贯彻八字方针，调整盐产布局。各专县就近合并，小厂归并大厂，

盐亭食盐成本高，井灶负债累累。地区安排裁撒制盐工业局，交县商业局。地方国营盐厂，

由财政处理，变卖财产，安置人员。公社盐厂，井棚花车灶房由公社变卖o
’

从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盐亭县制盐局合并商业局以后，盐亭柴炭地区盐产逐年减少。

没贷款、没燃料，地火盐区有火不耗燃料，黄甸场三学寺一带的地火灶，一度兴旺，过去的

茅草棚，今日换瓦房。生产队搞付业，算个小银行，从一九六零年起，每担盐税由四元八

角、减为二元八角。一九七二年，盐税每担又由二元八角、减至两元。使盐亭的地火盐，延

。续到一九八三年。

一九七零年上年，四川省委叉指忝对现有盐井全面调查，除现有活井外，对有价值的病

井，也进行-资料登记，，号召恢复燎麴期魑寮≯为备瞧备荒。摩财政局、o轻局盐业批发部抽
人，分片调查全面汇总。调查中发现不少地方、如桂花二龙井，金星房后灶，双碑协顺灶等

处，都由生产队经营售卤水、碱水、每担卤水贰角不等。每担晒后的碱水五角不等。直接吃

盐井卤水，严重防害身体健康。

一九六六年，国家每市斤盐价，由壹角玖分降为壹角柒分。一九七六年，又降为壹角五

分。才逐步i取代了农民吃盐卤水的习惯。

一九六三年，盐亭盐产机构裁撒结束官收以后，全县食盐供应，调入蓬莱盐行销。经商

业局糖业烟酒公司经营两年中，各区设盐糖烟酒经营组批发。

一九六五年五月，成立盐亭盐库。一九七四年改为盐亭盐业批发部。一九八三年，改为

盐亭盐业支公司专业经营已二十年。经验证明，专业之路，有利食盐的流畅，能克服产销矛

，盾-从清代的“盐法志"到民国的“盐政史，，，都肯定盐政，中央集权袭断经营，一杆子插

到基层，产，运、销一条龙是成功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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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I 905年)，三元乡枣儿沟何文理开凿盐并，发现地火I从此县内开始了

。

地火盐生产。、
。

． 一

民凰j八年(公元191 9年)，刖北改盐厂为盐场，；在井灶集中处设盐公垣_、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i在盐亭县城设南盐场知事公署，辖县内七吟·盐公垣。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改南盐场知事公署为蔫盐场场长公署。 ．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盐亭地火箍并，大量开凿潘·

民羼乏：}舂争毒公忝1937年参，j改南簸撅公溪曲盐衰赦橱公器。一．一 。。j -．⋯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i)’，月}北盐务管理羯为发侵盐亭盐业，两歌：锚．盐亭贷款(银元>
7089元矿 i 0

民目二十八年‘松元l_939年)I全县投产盐井1600多跟，其中火井过半。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年产盐100800余担，为盐亭盐产量最高的一年。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官方发起成立盐工会o ，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 942年)(1)盐亭盐场工会筹备会成立。发展会员16|15人-七三，个盐垣，
； 分剐竣立了工会支部。<2)改盐·公垣为盐场管理所，．原设垣酋，垣副转为公

．．i。：L
收人员。

，

、_’、
。o—^ t 、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1)盐亭盐场署驻税警缉私队第七对、，从17。入，因军力单

辍矧薄。曾被土艇挪涂武装”捻走藐，款。一‘2)金甚．她火井754口，产地狄盐一。一‘～
一‘巍萨：档870担。 j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富驿盐场工会支部设立了全县第一所全日制盐工子弟
、； 学校。(2)盐亭盐场灶商533家，组织了行会性质的制盐业同业公会。

(3)发生私盐案件更加频繁，缉私盐丁有通同作案，受贿放私弃职潜逃者。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三元、汪沟两公垣，解盐税款进城f在黄甸石坎子被劫。

一九五。年，(1)改盐亭盐场公署为盐亭盐场管理处，下属13个场务所。同时设立了盐业支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公司。(2)县委、政府、盐管处，同时建立了党支部。(3)盐工会由盐管处

拨出公房办公，经常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田德志任盐工会主席。(4)在

县城今新西街设立盐工诊疗所。(5)实行地盐转煎，组织地火联营。

为战胜盐荒，行署财委指示组织食盐销区盐韭分销处(店)。剑阁、梓潼分销

处，直属盐亭盐场管理处。

(1)共青团盐亭盐管处、支部成立。(2)盐工会与县工会合并，。周杰任县工

会主席，田德志任副主席，办公地点迁到县委内，并在新西街设工人俱乐部。

(1)专区设盐努分局后。盐亭盐管处属遂宁盐务分局管辖。(2)县工会首次

召开盐工会小组长以上干@'t50多名代表会。评选了专县两级盐工劳动模范。

(3)大批盐灶减产转业，联营并灶。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i

一九五八年，

盐亭盐场所辖三元、汪沟、杨庙、八角、会真五个场务所地火区，尚有火井

343眼，继续生产地火盐，其他火井先后停产。

盐亭盐场所属693户盐灶商，敲锣打鼓表示接受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完成盐业社会主义改造。各盐灶商及仓体劳动者先后参加农盐合作社。

盐亭盐管处划归县服务局领导+。盐灶交各区乡供销社统一经营。

(1)盐亭盐管处并入商业局，于局内设盐业科。

(2)两河、章邦、金星、富驿四处井灶改由区供销社经营，全县其它盐灶由

’+．o公社办盐厂制盐。 一

。

一九五九年，在原盐场管理处住处成立制盐工业局，内设业务，会计两科及办公室。

一九六二年，调整盐业布局，并小厂为大厂，制盐工业局并入商业局。地方国营盐厂财产曲

财攻商变卖处理’私营盐厂财产由当地公社变卖处理。盐工大批转回衽队参加

农业生产，、民用食盐主要由烟酒公司调入蓬莱盐供应。 ‘

一九六三年，烟酒公司经营组承担区乡供锖社和市场食盐的批发。
‘

’

一九六四年，烟酒公司在南街修建木盐仓260平方米，在龙江桥修砖木结构盐仓280平方米，

i’一．j■7储盐近千吨。t t

一九六五年，成立盐亭盐库，调储供应食盐。 “

一九六七年，盐亭盐庠鞋飙靶坝薪建盐奄铀白掣穷米落绎靠垒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1705F-
。方米o

‘。

t ．‘。1

‘ t≤⋯+‘‘㈡、o， 、

一九七三年，经四川省盐业公司批准，修建600平方米双曲拱盐库，地址在城西风涵钡。

一九七四年；改盐亭盐库为盐亭盐业批发部，经销食盐。
’，‘1

一九七六年，盐亭盐业批发部干打垒土墙房倒塌，于第二年内决定改建修复。

一九A--"年，盐亭盐业批发部j根据上级通知建立工会小组，重新登记新老会员，造册填”

1，t表，t建立档案。 t

一九八三年；(1’>改盐亭盐业批发部为四川省盐业运销公司盐亭支公司。tC2)县内地产盐

全部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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