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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荣成地濒黄海，自古以盛产渔盐闻名天下。然而，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记述荣成盐业兴衰起伏的典籍，却如凤毛麟角。公司原

领导对此深以为憾，于1984年组成了《荣成县盐业志》编纂小组，

在上级编志机构的亲切关怀与具体指导下，发动公司上下提供资料，

广采博集，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编纂出《荣成县盐业志》补历史

之缺0作为现职，对他们付出的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劳动，我表示由

衷的钦佩。

《荣成县盐业志》基本上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端

正、语言简练的行业专志。它较好地记述了本县盐业的源流、沿

革；展现了本县盐业各门类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本县盐业的特色，

给人以鉴往知来的感受。它的出版发行，对研究和总结荣成盐业发

展的历史经验，正确认识县情、场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推动

我市盐业的全面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愿-9全市盐业同仁一道，在市委、市政

府和业务上级的领导下，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企业

经营机制，坚持以盐为主的指导思想，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同

心同德，和衷共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为振兴荣成盐业做出新

贡献。
一

经理 于尊尧



序 二

荣成建县虽晚，但盐业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荣成已形

成盐区，境内场灶星罗棋布，沿海人民以煮盐为生者甚多，迄今已

有两千多年。

在旧中国，盐民遭受着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人当家做主，盐

业获得了新生，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党的改革、开放、搞活

方针，给盐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个以盐为主，多种经营的新型盐

业正在蓬勃崛起。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历史发

展的新时期，编纂一部记述盐业盛衰起伏的专业志书，对研究荣成

县盐业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扬长避短，发挥

优势，将提供科学的借鉴。

本志时跨百年，事涉古今，因资料不金和编写水平所限，无疑，

难尽如人意。尽管如此，总算有了一个记述荣成盐业史实的本子，

它是全县盐业系统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编辑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晶，是盐业战线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温故而知新。本志问世后，期望能对我县盐业行业进行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同时，期望盐业诸同仁，继

往开来，更加同心同德，不断进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

移地贯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为开创荣

成盐业的新局面而奋斗。

原经理吕廷俭



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荣成县盐业志》，是置县后的第一部盐业专

业志。

二、本志断限：_ElsE2公元1840#(清道光二十年)，下限断

于1988年。为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和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体现“详

今略古，，的原则，在个别章节里，对上限以前的史实只作概略地追

溯。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体裁。篇目

层次分为章节两级，共16章53节，并附有若干图表、照片，列于卷

音或随文插入有关章节之内。有关重要资料一律归于附录。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引用的资料均照录原文，并注明出

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自然灾害对盐业生产

的破坏性较大，单成一章记述。

五、有关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和阿拉伯数字书写，再用汉

字在括号内注明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例如：184 o年(清道光二十

年)，以便对照、

六、数字及计量用法：表格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如

司马担、市担、吨、市亩、公亩等，均用当时规定的称谓。

七、本志使用的盐业术语：如“新、深、长”、 “老卤循环"

等，一般不加注释。

八、盐业战线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凡县以下机关授予的，



本志不做记述。本“生不立传"的通则，为已故的曾对荣成盐业产

生一定影响的典型人物立了传略。

九、1958年以前，盐业以盐区为单位，不受政区限制，而历史

上其管理机构常驻石岛，因此，本志内容有时涉及到境外县(市)

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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