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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醴陵盐业志》出版了!

大家都知道，盐业是我国的一个古老的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盐

业的兴衰，与我国历代的财政、经济、政治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与

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系统地编纂具有时代特点、。

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的社会主义盐业新志书，是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盐

业文化的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她，有

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有利于对盐业广大职工进行．“知

我盐业、爱我盐业，兴我盐业”的行业教育。当前，’国内外历史学界所

以重视我国盐业史志的研究，原因就在这里。《醴陵盐业志》的出版，

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贡献!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盐业已经

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运销这个层次来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有效

的支援了生产，为国家积累了建设资金，更重要地是充分保证了民食工

需的大量满足。旧社会那种“保长吃保盐，甲长吃甲盐，乡长吃盐不要

钱，老百姓吃盐喊皇天”。的凄淡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醴陵盐业

志》的出版，无疑是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一个史料翔实的极好缩影。

毛泽东主席说：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

一，一



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我们搞盐．业工作的同

志，应当系统地整理盐业史料，并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改

革开放的划时代里，使盐业得到更好、更大的发展。《醴陵盐业志》的

出版，无疑将起到“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的积极作用。

《醴陵盐业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把近130年醴陵盐业发展的历
●

●

史记述下来，留给后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资料，实在

难能可贵!她的出版，为全省县(市)级盐业志的编纂工作开了先河，

对湖南盐业史志的编撰，也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出发，

作为湖南盐业史志的主要编撰人员，应该感谢醴陵盐业公司的李爱仁、。

丁瑞友以及王建石和李运雪等同志的辛勤劳动!我深信，．全省广大盐业

职工一定会喜欢这部内容丰富的盐业志节，一定会感谢你们心血凝聚的
’

辛劳成果． 。

·7 ’

。弘扬盐业文化，振兴湖南盐业”。谢经理的这桢题词，。我以为正

是这部志书的价值所在。 r一

，

我，一个普通老盐工，‘为志作序，似嫌牵强。但盛意难违。故作此

序，表示我由衷的喜悦和诚挚的谢意!

李克明

1991年6月15日



醴陵自有商业起，即有盐商。清代同治三年(1864)设立盐务督销

分局。在1949年9月以前，盐业归私商经营，盐务机构只掌管盐税及缉

私。1949年9月起，盐业经营形成，由国营专业机构掌管原盐批发，国营

商业，供销社及其他集体个体商业掌管食盐零售。国家对原盐实行统

购分配政策，其生产经营统一由各级盐业主管部门掌管。醴陵为非原盐

产区。在供应上实行“分区平衡，划片定点，就地就近供应的原则一。

醴陵盐业专营机构几经独立，合并，独立，由租用经营办公场地，

发展到拥有固定资产60多万元。供应区划由3个县(醴陵、浏阳、攸县)

61个乡，126万人口，变为2个县(醴陵，浏阳)46个乡，108万人口。盐

价稳定。对甲状腺肿病地区，供应加碘盐达20年之久。

鉴于醴陵盐业的兴衰与发展，我们深深感到对分散、零乱的历史资．
～

料进行系统地理整，分析，研究，对资治、教化，存史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市志编纂委员会及省盐业公司的要求，于1986年7月，成立了《醴陵
r

、

盐业志》编纂小组。经过搜集资料，拟定篇目，分工试写，全面编写，

组织审稿，反复修改等过程，于1991年4月，定稿。

金志除卷首，概述，大事记外，分5章15节。对盐业的历史和现状作

．’了较全面的记述：既可为各级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时提供历史借鉴及现



实依据；也可帮助盐业职工熟悉本行业，从而热爱本行业，达到“服务

当代，惠及后人一的目的．’

《醴陵盐业志》的问世，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得到了许多单位的
r

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尤其是修志人员辛勤耕酝，为之付出了心血。借

出版之机，表示深深的谢意。

， 李爱仁



、 ，一·

‘’

凡 。例

一、’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醴陵盐业的拱衰和

特点。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

二、本志所记叙的时间，上因事溯源，无统一断限；下限1989年。

三、本志分章、节、目层次。以语体文记叙。志文有序言，概述，

大事记和机构沿革，盐业经营，盐价，企业管理，职工队伍、教育、福

利等章。横排竖写。章下设节，节下设目，表格穿插于章节之间。尾有

附录，后记。’ ，

四、本志使用的数据，均以阿拉伯字书写。除盐税额及盐价保留有

、 4位以内小数外，其他巨数均只保留2位小数。 ．

^

’

五、本志的计量单位，1949年lO?1以前，均按原计量单位书写；
。

1949年aofl起，比值按“％一，长度按“公里、米、厘米一，建筑物面
，

●

’

，

积按“平方米”，物质重量按“吨、公斤、克’’，包装物按“捆(so

条)、条、只”，资金数额按“元”。旧人民币已一律换成新人民币。

六、本志的时间记叙，民国以前的朝代年号，先用汉字书写，然后

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在每一节或目的头一个年号，先用阿拉伯字

写上民国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节内再现，只记民国年号；民国后，

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列地名，属于醴陵范围筠以《醴陵地名录》为准；属于

外县的均以原文照录．地名霉上未记载的小地名，则按当地的习惯称
呼．

’

八，本志有关县．市，公社、’乡、大队、村、人民政府、革命委员

使等称谓，均按当时称谓记述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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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醴陵盐业支公司座落在醴陵城区阳三石。水陆交通便畅，铁路有浙

赣铁路东接沪杭，西衔粤汉镑路，南联湘东铁路，北有醴测(窄轨)铁

路；一公路有京广，上昆两条国道交汇于城区，与萍乡、株洲、浏阳、攸

县相通；水路有渌江河，上通萍乡，下接渌口，融贯于湘江。1949年9月

以前，历为淮盐销岸之一。

历代政府都设有盐业专门机构，管理盐务运销事宜。清同治三年

(1864)，设醴陵盐务督销分局于城区曹家巷，负责收缴盐税，拟定盐
●

价，查验盐斤及缉私。民国33年(1944)，日本军侵陷醴陵时撤销。

1949年9月，。县贸易公司内设油盐部。1951年4月起，设立盐业专营

机构。其隶属关系1957,-,-,1961年、1968---1983年行政属县商业局领导，

业务指导属湘潭盐业主管部f-I(1988年1月起，改属株洲盐业分公司直接

领导)。其他各时期直接属湘潭盐业公司领导。

清朝、民国时期，醴陵盐业概由私商经营。清咸丰年后，由于社会

动乱，盐业发展较慢。民国元年(1912)起，逐步兴盛。当年，醴陵经

营盐的私商发展为20余户。有一主四仓的大盐号主张寿澎；一主四店的

大零售商李万一。民国10年后，复裕祥盐号主赵友茂，先后在城内建盐

仓18间。民国20,--23年，赵将食盐销售范围扩展到江西，每月销盐达



概述
、

3票(762吨)以上。后因国民党政府在赣收回引岸，禁止湘盐销赣，赵

家逐趋倒闭。民国18年，盐业经营户为119家，但以兼营商户居多。民国

24年，油盐花纱业的营业收入占全县商界之首。民国32年，船工施维东

在城区谢家巷建盐仓2间。民国33年6月，‘日本军侵陷醴陵时，炸毁盐仓，

4间，烧毁油盐花纱业商店92栋，商民纷纷流入乡下。民国34年9月，商

民回城，重建铺面。民国38年3月，从事油盐花纱业经营者为107)j。其

中，怡昌盐号，从业人数达19人，营业额居醴陵商界之首。从光绪十年

(1884)到民国38年，金县共建盐仓24间，到1950年还剩下12l'日-J。

1951年起，国营盐业部门，根据商品的合理流向，确定供应区域。

醴陵盐业部门负责供应的范围为：县内及浏阳县的文家市、大瑶、澄潭

江和攸县的皇图岭，新市、、r江桥(1959年10月起，增加酒埠江、黄丰

桥、峦山)。1959年1月，因行政区划变更，姚家坝、渌口、昭陵，划归

株洲供应。1961年起，攸县有16个供销社划归醴陵供应。1963年8月起，

均楚区划归株洲供应。在湘东铁路建成前，还担负着茶陵、攸县、酃县

的原盐中转业务。1981年底，攸县北区16个供销社的食盐供应从醴陵划’

出。1989年底止，供应辖区为：醴陵(除均楚外)8区1镇及浏15Hg-文家

市、大瑶2个区，46个乡，109万人口。

由于供应区划的扩大或缩小及几度发生的食盐抢购风潮，导致各类

盐的销售量极不稳定。最高年达到1．2万吨，最低年只有0．3万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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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为o．6'--'0．9万吨。
。

概述

1956年1月20日起，国家对工，农、牧业用盐的供应实行免税，渔业

用盐按食盐税额减征700,易供应。1956年s月起，农牧业用盐按食盐税额减

征60％供应。1984年s月1s日起，生产酸、碱用盐，制革工业用盐按食盐

税额减征90％供应；肥皂、饲料工业用盐，按食盐税额减征50％供应；

其他工业用盐，一律按食盐税额全价供应。1986年10月1日起，农、渔业

． 用盐由减税供应改为按食盐税额全价供应。

醴陵的工业用盐主要是用于腌制猪、牛皮张，腊肉、肠衣、酱菜食

品，加工饲料及锅炉软水等方面·+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用盐量逐年增

多，1983年调查，用于全县锅炉软水的工业用盐每年约为300,-,．-400吨。

1989年底止，每月消耗2吨以上的单位有8家；每月消耗1吨盐以上的单

位4家。农牧业用盐，自实行减税供应后，1972年前，年平均销售量为

200吨左右；1973,-,-,1980年，年均销售量为100吨左右；1981年起，由于

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食盐价格与农副产品比价的缩小，农牧盐在价格

上的优惠，对农民不再有吸引力。故减税供应的农牧盐降为年销几吨，

以至消失。渔业用盐仅1959、1960、1965年有销量。

在食盐销售方面进行了几次改革：一是在1953"-'1954年，对私商实

行了短期赊销；二是1952年起，对农村供销合作社实行代办运输及直达

直拨业务；三是1966年起，对甲状腺肿病地区供应加碘盐；四是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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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5月起，加工供应千克规装塑料小包盐。 ．。。

1951年起，盐业部门通过租用、改建、新建等方式，逐步建起国营

机构的盐仓。并注意保持常年原盐的合理储备。1964年起，醴陵还兼负

着国家寄存在醴陵的移储盐保管工作。移储盐分别存放在城区阳三石，

农村的大障、官庄等处。1987年起，经轻工业部及省人民政府批准开始

逐步放销，。到1989年全部放清。1989年底，共有盐仓5栋，分布在阳三

石、泉塘两处。总建筑面积4318．78平方米。

醴陵为非产盐区域。清朝、，民国时期，常有江淮一带盐号客商长驻

醴陵，寄销食盐。但在清成丰年间及抗日战争时期，水运受阻，淮盐中

断，两度改调粤盐及部分川盐。1949年9月后，食盐按计划由省、地盐业

主管部门分配调拨。1950年起，调入芦、淮、青盐。1964年起，大量调

入闽盐。1970年，湘澧盐投入市场后，醴陵人逐步改为吃省产精细盐。

在民国26年(1937)前，盐价较为稳按。批发价每百公斤平均为27

银元；零售价每公斤为O．3银元。民26～38年，由于政府巧立名目，任

意增加盐税及货币贬值，使盐价由每百公斤27银元，涨至400银元。民国

33,----34年，日本军侵陷醴陵时，每百公斤稻谷只能换食盐1公斤。

1951年4月，盐业专营机构设立后，注重盐价管理。在保证市场供应

下，确保盐价的相对稳定。并根据路程远近对农村供销合作社实行限价

补贴和转批优待。从比价看：每百公斤食盐(散装)，在1951年可换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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