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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姚县委书记纸金礼

大姚县人民政府县长何刚

大姚盐业历史悠久，编修盐业志是大姚人民的优良传统。早在清初便开始

修志，已修的有《清康熙白盐井志》、《清雍正白盐井志》、《清乾隆白盐井志》、

《清光绪续修白盐井志》、《民国盐丰县志》等旧志。

．新编《大姚县盐业志》经3年的资料收集整理、编纂、修改、审定，现终于

出版，这是大姚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硕果。

食盐生产在历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历代王朝的重要财源之一。

从汉代始，历代封建王朝均对食盐生产销售严格控制．实行专卖，征收盐赋。

白井自汉代开发食盐开采以来，历代王朝均设官吏管理。至唐代已有一定的生

产规模，白井盐便享有“美井盐"的盛誉。至清代，盐业开发进入鼎盛时期，

行销范围达23个府、厅、县、区。封建统治时期’，食盐生产水平低，运输落

后，成本、盐赋高，加之官、商为获暴利，操纵盐市．导致盐价昂贵，缺盐地

区“斗米斤盐一，绝大部分贫民百姓无力购买，长期淡食。

随着盐业的发展，各地客商沿南方丝绸之路云集石羊井区，中原文化也随

之传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至清末、民国时期，石羊小镇商业贸易已

十分兴盛，盐区逐步形成集市贸易区。在石羊小镇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白

井历任提举和文人大兴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尊孔立庙，兴儒学。现存孔庙及

孔子铜像、大理石浮雕闻名遐迩，石羊镇成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生活，为解决民生食盐之需，采取

财政补贴制盐薪本，统一盐价，降低食盐价格，调配供应。1970年底．石羊盐

厂建成平板锅制盐生产线，改用煤作燃料，结束了千百年以来烧柴煎盐的历

史，生态得到保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羊盐厂扩大了经营自主权。80

年代，石羊盐厂先后建起两套真空制盐生产线，食盐生产步入现代化，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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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大幅度提高。

制盐业作为县域经济的一个产业，受到历届县委、政府的重视，设专门机

构管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对开发盐矿资源，发展县域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开发盐矿资源，不仅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增加财政收入，

还能防止盐区耕地盐碱化。在新世纪里，大姚县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西部大开

发战略，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围绕“生态经济大县、资源开发强县、

民族文名县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使大姚从

农业型向工业化迈进，用工业强县富民。

《大姚县盐业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记述了大姚县2100多年

的盐业发展状况及其盐业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全志共10章40节，

30余万字，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

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该志除着重记述食盐的生产、运

销、管理及文化、教育外，还记述石羊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影响较大的

人物。志书中设章收录古今诗文，对研究大姚盐业发展史、盐业文化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她反映了因盐而兴的石羊丰厚的文化底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

姚盐业志也是石羊史。希望全县各部门充分认识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地位

和作用，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完成部门志的编纂，希望有更多的部门志出

版问世。

《大姚县盐业志》的出版是县委、政府重视，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编纂人

员默默奉献、辛勤笔耕的结果。在新世纪里，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心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史为鉴，开创大姚各项工作的

新局面，努力实现工业强县的目标。

2002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

是、存真求实的态度，全面记述大姚县盐业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记事，坚持详今略古，统合古今，立足当代。着重记述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石羊地区盐业发展状况。记述时限上至汉武帝元封元

年(公元前110年)，下至2000年，力求反映盐业经济的兴衰起伏与发展脉络。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排列，共10章40节99目，力求做到结构严谨，领

属得当，命题准确，分类科学。

四、本志采取横排纵叙分类表述法，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

例。基本结构是：概述为先，勾勒全貌；大事记溯古贯今，择记大事要事，用

编年体记述；次为沿革，记述历代王朝设置在大姚的盐业机构和新中国成立后

石羊盐厂党、群组织；后为盐矿资源、生产、运销、管理、环境保护；再为民

族、文化、教育、卫生、市镇、贸易、人物、诗文；附录殿后。

五、志内有关年代和称谓，凡历史朝代年号，一律沿用旧称，加括号注明

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写公元年号。各历史时期的政区、机

关、官职等均依照当时的称呼。地名、人名均直书其名，用当时的称呼。

六、本志中数字的书写，凡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习惯语、成语、专用

名称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历史朝代纪年、月、

日用汉字，公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七、人物篇中人物传记，选取石羊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较

大的人物立传，以事系人，遵照史家通例，生不立传；其他人物列表录。

八、诗文选辑篇，选取对研究盐业发展史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录入．亦录

入旧志序。

九、本志资料来自正史、旧志、刊物和县档案馆、工业局、石羊盐厂档

案。



概 述

白盐井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据《三国志》载：白盐井汉朝以前界于蛮荒，

有焚人生存。

距今2500年前，石羊地区的先民便能制作青铜生产工具，据石羊镇岔河办

事处出土的铜犁尖，考古断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据《云南通志》载：汉武帝元

封元年(公元前1i0年)，越蔼郡(今四川西昌)蜻蛉县(今大姚县)设有盐

官，有盐泽池，盐的制取惟民自便。最先开发白井盐的民族为白蛮(白族先

民)，白蛮尚白，因而所开发之盐井称之为白井。蜀汉建兴三年，“诸葛武侯五

月渡泸，亦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诸葛亮班师回蜀中．(成都)后，白井盐即

远销四川、西藏。十四年(公元236年)，越篙郡太守张嶷“开通旧道，千里肃

清，复古亭驿’’，丝绸之路畅通，往来盐商沿南方丝绸之路云集白井，中原文化

随之传入蜻蛉。唐武德年间，白盐井属西濮州盐泉县。垂拱元年，唐于白盐井

置长城县，天宝初更名为泸南县。隶属于姚州都督府统辖。天宝年问，云南大

部分没于南诏，唐将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南诏联合吐蕃大败唐军于泸南县境。

食盐生产在历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历代皇朝的重要财源之一。经各

朝代的开发，至唐代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白井盐便享有“美井盐"的盛誉。

唐天宝年问，南诏和唐边疆官吏发生矛盾，县域白蛮向西迁徙入大理，继续开

发白井食盐的为乌蛮(彝族先民)。五代末至宋，白盐井属大姚堡千户所，隶属

于大理万户府，由大理段氏政权统辖。西汉至宋，食盐销售惟民自便，民煎民

销。

元至元三年(1266年)五月，置白盐井榷税官，秩正七品，建立了盐政机

构，主管食盐统购和专卖。小生产者逐步被兼并，形成了以灶户为业主的小作

坊。灶户占有生产资料，组织雇工进行生产，交售官府所得归灶户所有。元代

实行“灶煎官收，商运商销"的形式，至中期，白井盐销量达lo余万斤，运销

大姚、姚州、宾川，大理等州县。



概述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白盐井盐课提举司，下辖白盐井盐课司．隶属

于姚安军民府。汲卤井硐21个，白井盐因质好味佳而远销川边会理一带。明弘

治年间，食盐年产33万多斤。地方官吏加强了对驿道的维修．使通往大姚、姚

安、宾川、永胜及周边昙华、三台、苴却的驿道畅通。永乐年间以后，采取

“官运官销一的形式，同时，也卖给盐商运销。

清初，白盐井属姚安府姚州，后改隶属云南盐政巡抚，仍置盐课提举司督

煎、督销、缉私、征榷等事。康熙后期，郑山(康熙42,--,54年任)详请提举为

直隶，白盐井成为迤西盐区中最重要的盐井，产品行销滇西六府四州十二县。

由于地方官吏采取“计口授盐一，甚至“无盐有课一，激起民愤，嘉庆二年发生

“盐祸"。嘉庆四年改为灶煎商销，盐商向提举司购买盐票到指定灶户领盐后运

销各地。光绪、宣统年间，白盐井食盐划定行销范围为23个府、厅、县、地

区，年销969万斤。

民国元年(1912年)置盐丰县，地方政权与盐政分治，井场改隶属省实业

公司，白井场置督煎督销局。民国三年，改置白盐井场务公署。四年，场务公

署设缉私队，井场设保井队。五年，场务公署改设场知事，井场设委员。十九

年后，继称白盐井场务公署，缉私队与保井队合编，称白盐井区场警大队。民

国二十八年，云南省划定白盐井为迤西场，白井盐限销范围为2l县，盐产量达

800万斤。三十一年，实行官专卖制，民制官收，官运官销，销售区域各县成立

公卖店。三十四年，因官价市价相悬甚巨，奉令取消官专卖制和公卖店，实行

产区盐销管制办法。清代至民国末期，先后开井硐达60处，其中计有废弃井硐

10并，含盐成分低而停闭的26井。到民国34年，持续提卤煎盐的井硐24井。‘

长期以来，盐商云集于白盐井，有专门靠运盐为生的运盐工和马帮。马帮

由许多户组成，把自家养的骡、马聚集起来，自愿结“锅一组“帮"，以运盐为

主经营运输业。人背马驮的运盐方式，虽基本适应当时落后的产盐水平，但效

率低，运费高，加之官、商为获暴利，操纵盐市，缺盐地区“斗米斤盐一。因价

格昂贵，绝大部分贫民无力购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5日，盐丰县解放，盐丰县人民政府接

管了白盐井场务所及其盐场。6月，大姚、盐丰二县先后成立盐业公司，主管食

盐运销，设盐业批发部、销盐店，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党和政府为

解决民生食盐之需，则采取财政补贴制盐薪本，统一全省盐价，降低食盐价

格，调配供应。1955年，白井盐场更名为白井盐厂，隶属于云南省盐务管理

局。‘1957年，大姚、盐丰二县盐业公司分别合并供销社。1958年7月，大姚、盐

丰二县合并置大姚县，食盐销售归大姚县商业局管理。1961年，石羊镇里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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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溃堤，盐厂被毁，由石羊人民公社集体兴办盐厂，后转为地方国营大姚县

盐厂。1964---,1968年，楚雄州一平浪盐厂建成，加之石羊盐厂煎盐柴薪缺乏，

经省批准，地方国营大姚县盐厂停办。1969年，为解决大姚县人民生活用盐供

应，县革命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县16个公社，抽调民工联办大姚县石羊盐厂，

1970年，经省盐业公司批准，将县社联营转为地方国营大姚县石羊盐厂。同年

底建成平板锅制盐生产线，次年初投入生产，改用煤作燃料，结束了长期以来

采用筒子锅烧柴煎盐的历史，山林得到保护。制盐过程中，已采用了加碘工

艺。食盐运销由50-一60年代以马车运输为主，发展到拖拉机、．汽车运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石羊盐厂扩大了

经营自主权。90年代以来，大姚县贯彻中央政策，深化企业体制改革。．1997年

10月，大姚县石羊盐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大姚县盐业有限责任公

司。

大姚县石羊盐厂厂址位于石羊镇人民政府旁，汲卤井硐在宝莲办事处境

内。厂区距县城公路里程35千米，距大理州宾川县公路里程65千米，距四川省

攀枝花市210千米，交通四通八达，为食盐运销创造了条件。

石羊盐矿地质发育较早，据云南省十四地质局三分队初步钻探普查，矿体

属上白垩统江底河组上杂色泥岩段。盐矿岩层埋藏较深，均在500米以下，盐层

厚度1000米，均未钻穿，初测蕴藏量为59672．57万吨，岩盐面积24平方千米，

进一步开发前景可观。

石羊集镇处象岭、飞凤、魁阁诸山麓之间，四周诸山雄峻秀美，树木葱

郁；香水河穿城而过，山水相映争辉。地势呈一长条形，状似布袋。冬季日照

短，常有云雾笼罩。石羊已有2100年的盐业发展史，制盐业的发展带动了经

济、文化的发展。自唐代凿井取卤煎盐以来，中原客商沿南方丝绸之路云集于

井区，商业贸易十分兴盛，是川滇通往身毒(今印度)的咽喉要地，逐步形成

集市贸易区。清末、民国时期。虽战乱频繁．每天进出井区贩盐客商仍有二百

多人次，随行马、骠四、五百匹；客栈、小吃店、马店也十分兴盛。白盐井的

盐卤鸡、破酥包子、油炸果、稀豆粉、椒盐饼等风味小吃远近闻名，享有盛

誉。



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石羊集镇进一步得到发展。1961年，里长园水库溃堤，石

羊镇遭受严重水灾，大部分房屋被毁，损失十分严重，手工业厂、社被迫迁徙

大姚县城，部分居民分散安置下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加大历史文

化名镇建设，国家拨款整修石羊河(香水河)河堤、街道、水道、桥梁，兴建

机关单位砖混结构楼房，铺设沥青路面12000平方米，架自来水管道2000余米。

1985年又将磨石江变电站迁入境内，次年4月投产供电，年供电量120万千瓦

时。1988年，各级投资17万元，建成里长园水库至街区的引水管道7．5千米。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稳步发展，石羊集镇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除机

关单位的公用房换为砖混结构外，民居砖混结构的房屋也逐渐增多，临街民居

走向商业化。石羊集镇成为大姚县重要的乡村集市，是石羊镇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翟马

石羊镇是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之一。西汉时，自井便受中原文化影

响，儒家思想传入白井。随着盐业发展，南方丝绸之路逐步畅通，中原汉族进

入盐区．与当地土著族(即今彝族)融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蜀汉以后，道

家思想传入。唐代，自玄奘往身毒取经归唐后，佛教便随往来的中原客商传入

井区。元代以后，迁入白井的汉族不断增多，至明代，白井民族状况变化很

大，汉族人已占优势。随着回族人的迁入，伊斯兰教亦传入白井，汇集于白井

的多种民族之间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广为流传，

各教派在盐区建庙、建宫、建清真寺。清末，天主教传入，白井有天主教徒的

活动，建有教堂。

白井的历任提举和文人大兴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尊孔立庙，兴儒学。明

洪武元年始建孔庙，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扩建。清康熙四十七年

(1708年)由提举郑山主持铸孔子铜像，为现存全国最大的一尊。孔庙建筑群

朱梁画栋，工艺精美。清代，井区设有学宫、书院。书院有绿萝书院、张公书

院、龙吟书院、灵源书院等，但能受汉文化教育者仅富家子弟。清代纂修志书

多部，有刘邦瑞纂《白盐井志》4卷，郭存庄纂《白盐井志》4卷，李训铉、文

源、罗其泽等编纂的《续修白盐井志》12卷。有许多诗、赋留传后世。据《续

修白盐井志》记载，盐区诗、赋仅明、清时期就有340多首(篇)。道光年间雕

刻的白盐井景致及历史事件大理石浮雕构图复杂，画面精美，雕刻精巧细腻，

至今保存完好，立于孔庙中，为世人所称赞。

民国时期，盐丰文化教育得到发展，受教育面不断扩大，从白井走出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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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国之道的仁人志士不断增多。民国十三年(1915年)郭燮熙等编纂《盐丰

县志》12卷．民国后期曾纂修《续盐丰县志》，稿本流于台湾。1930年．在文昌

官成立“通俗图书馆"。1933年，在原五马桥成立“民众教育馆"。1942年9月，

张景等创办了盐丰县立初级中学，盐丰开始有中学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1952年，在火烧坝成立文化

站。后又组织成立了农民业余文艺演出队、实验剧团、花灯队、滇剧团等文艺

团体，在节日演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文革时期，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一定

影响，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民间文化生活不断改善，

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人民卫生保健条件不断完善。1982年，石羊建起了电

视差转台，1993年又架设有线电视网，连接全镇各办事处，目前已能收看12套

电视节目。电影院、录像厅、镭射影碟厅常年放映。1991年，成立了“石羊镇

诗书画协会一，会员150多人，协会每年出版《石羊诗书画》文集1本。1998年，

石羊有县办完全中学1所，即大姚二中；镇办中学1所，即石羊镇中学；小学54

所(含教点)。全镇教育已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专任教师250人，有

卫生院2个，恢复办事处医务室15个。

五 ·

石羊各族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清嘉庆二年爆发“盐案起义"，反对官

吏垄断白井盐，“高价于市，以饱私囊"。近代以来，盐丰涌现出大批英雄豪杰

和志士仁人。。巾帼奇女一罗衡在1924年就追随孙中山投入革命，加入中国国民

党，在北伐战争中任中央宣传干事，后长期担任宋美龄的专职秘书，担任过国

民党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中央委员等职，对国民党的弊政有所揭露。另

外，石羊名士还有张之霖、陈子干、甘舜、布一民、张景、布青阳、张仲淑、

甘芳、金绶等。1936年4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长征过境，

开监放人．开仓放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抗日战争时期，数百名盐丰男儿血

战台儿庄。1939年，地下党在盐丰建立了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8年6

月，中共地下党员杜伦，甘钊等人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在盐丰中学发展民青盟

员70多人。1948年104，民青盟员王道盛、王道兴在盐业劳工中秘密串联发

动，成立了盐丰县工抗会，有工抗会员50余人。1949年，边纵八支队及西进部

队四次攻占石羊．开仓卖盐，为革命筹集经费。在解放盐丰的战斗中，薛常灵

牺牲，安葬于白石谷。

新中国成立以来，盐丰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携手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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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为建设家乡献策出力。在省、州、县、镇各部门工作的石羊人付出了自己

的青春和热血。许多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投入剿匪斗争、抗美援朝战争、抗

美援越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为捍卫共和国而流血流汗。

岁℃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大姚县委、县人民政府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全县各族人

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制盐业作为县域经济的一大产业，

受到历届县委、政府的重视，设专门管理机构管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对开发

盐矿资源，发展县域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姚制盐业发展很快，石羊盐厂在进行体制改革

的同时，不断引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减少食盐生产

中排出的废物对周围环境的污染。1981年底建成煤渣砖生产线，用炉渣生产煤

渣砖，解决了废渣淤塞河道，污染环境的问题，变废为宝。1983年，建成了第

一套真空制盐生产线，生产效益大大提高。1986年起，采用湿式除尘器和旋风

收尘器清除废气中的大部分烟尘，减少了废气对大气的污染。1990年4>2建成第

二条真空制盐生产线，食盐生产全面进入机械化，生产能力达到年产6000吨，

食盐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1991年，石羊盐厂取得了轻工部颁发的“生产许

可证"，成为云南省lI家盐矿(厂)中5家取得“生产许可证"资格的企业之

一。1992年，“白羊井"牌加碘精制食盐取得国家工商部门的注册商标．。1994

年，石羊盐厂生产食盐3577吨，销售收入207．5万元，工业总产值78．5万元，利

润3．05万元，上缴税金34．9万元，被税务部门评为积极缴纳税收先进企业。

1997年10月．大姚县石羊盐厂改制为合作制企业，成立大姚县盐业有限责

任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公司财产依法独立核算，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公司严格按《公司章程》规范运作，完善和健全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机制，调动了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企业效益显著提高。1998

年．生产食盐3667吨，实现销售收入208．9万元，产值78．1万元，利润l i．2万

元，上缴税金38．3万元。1996年至1998年，石羊盐厂连续三年获得省经贸委、

省总工会、省财政厅联合命名的“节能降耗先进单位"荣誉。

展望未来，明天将会更美好。在新世纪里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团结奋进，石羊制盐业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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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西汉在蜻蛉县(今大姚县)白盐井(今石羊镇)发现食盐并开采。

西汉蜻蛉县属越售郡，置有盐官。

唐

唐天宝年间，白盐井始属姚州都督府统辖，设有盐官。白盐井划分五井区，即观音井、

小石井、旧井，乔井、灰尾井。

兀

元至元三年(1266年)五月，置白盐井榷税官。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白盐井始设提举司。

明

明洪武元年始建孔庙。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白盐井盐课提举司，下辖白盐井盐课司。洪武十七年(1384

年)姚安府彝族土官自久起兵反明，攻克白盐井，俘提举熊以政。沐英遣姚安土官高保、高

惠协同洱海都督冯诚进剿，自久在白盐井战败被俘。

明洪武十九年0386年)四月，置洱海卫指挥使司，以赖镇为指挥佥事。赖镇到任后，

主持开发白盐井。

明弘治元年(1488年)，白盐井地震。

明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六日，白井地震，盐井受损。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白井大水，百余户民房及灶户被洪水冲毁，洪灾后大疫。

明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二十八日丑时，白井大雨河流汛涨，盐井庙宇桥梁官街民舍

器物四处漂流，淹死男女千余名，填埋盐井数十口。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白盐井地震，房舍倒塌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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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白盐井大火，延烧房屋无数。

清

清顺治四年(南照永历元年，即1647年)，孙可旺，李定国率大西军余部自川入滇。遣

官到白盐井督办盐课，井人李钟武、李钟彦兄弟设计使家客黄起龙杀之。孙可旺遣张虎率兵

到白盐井坐镇弹压。

清初，白盐井属姚安府姚州，后改隶属云南盐政巡抚，仍置盐课提举司。

康熙元年(1662年)，核准白盐井年缴课盐(银)2．871两。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清政府为白井孔庙颁布御书匾额。万世师表”一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白盐井提举郑山详请提举为直隶。四十五年(1706年)，得到

省督抚两院宪暨藩臬二司、盐法道批准，白盐井盐课提举司为云南盐政巡抚直隶，而土地、

人民、赋税属姚安府姚州管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白盐井提举郑山(浙江人)主持铸造白盐井孔子铜像一尊，

像高七尺，重一千四百千克。

清雍正二年(1 724年)，白盐井沿河沙卤所煎余盐由官方尽数收买，每百斤给薪本银9

钱。年共收买沙卤余盐3996100斤。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经黑、白、琅三井联名报请，允准分别在三井专设三等学，

各定文生8名。白盐井归属姚安府学，移大姚县训导驻白盐井。武生白盐井归姚州。

雍正九年(1731年)，白盐井沙卤余盐改归正额盐，薪本银以原正额盐每百斤7钱2分l厘

和沙卤余盐的9钱扯合计为每百斤8钱1分5厘。

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二十六日，白井大水，冲没官房民舍、煎盐灶房七十余间，井

口填塞。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撤销姚安府，以姚州属楚雄府，原姚安府之大姚县归楚雄府

管辖。白盐井土地、人民，赋税屑楚雄府姚州管辖。白盐井文生增至12名，武生4名，送楚

雄府试。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白盐井多次地震，房舍多有倒塌。

嘉庆二年(1797年)，滇西诸州县民众不堪官盐盘剥，一时民变纷起，人们涌入衙署，

惩罚借官盐为害于民的凶役劣绅，酿成“盐案”，时称“压盐致变”

嘉庆五年(1800年)，滇西“盐案”引起官方对“官运官销”食盐弊端的重视，遂改食

盐营销体制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不拘井口地界，听从民便”。

嘉庆六年(1801年)，白盐井疾疫流行，死亡千余人．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白盐井连日大雨，山洪暴发，灶房、民居尽成泽国。90多

万公斤盐仓存盐化为乌有，41口卤井被淤塞。经提举李成基呈准，借银22000两修复井灶。

分3年归还。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五月初五午刻，白井大地震。五月二十六日辰刻复震，民房灶

户房屋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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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四年(1854年)夏秋间，白盐井疾疫流行，死亡2000多人，以致街市萧索，路无

行人。

咸丰六年(1856年)七月，姚州回民响应大理杜文秀起义，在白盐井举事，被云南提督

文祥镇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十五日，白井暴雨，田地、井口被淹没。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始设盐丰县，地方与盐政分治，井场改隶属省实业公司，白井场置

督煎督销局。

民国3年(1914年)改设白盐井场务公署，设场长。

民国3年(1914年)4月，云南盐运使公署成立，白盐井区督煎督销总局改为白盐井区场

务总局。。五井”区督煎督销局改为场务分局。

民国4年(1915年)白盐井场务处设缉私队，井场设保井队。

民国5年(1916年)，白盐井场务公署改设场知事，井场设委员。

民国9年(1920年)，盐丰县长郭燮熙提出植树造林．广种松树，广大灶户积极响应。

民国13年(1924年)，《盐丰县志》出版。

民国15年(1926年)6月，匪首廖子华(绰号小霸王)率领百余人，由祥云密林庄窜入

盐丰向白盐井索款。在盐丰，大姚县境持枪抢劫，灶户遭殃。

是年，匪首蔡树森、郑天雷率众抢劫盐丰县城，白井灶户及民众遭劫．。

民国15年(1926年)8月，云南省实行随盐征收金融借款，每100斤盐预借4．5元，翌年4

月减为2．5元。

民国16年(1927年)5月，匪首李济川、彦司孔等率数百人进据盐丰、大姚等地持枪抢

劫，灶户民众惊恐。

民国18年，匪首蔡桂林、王映山率众抢劫盐丰灶户。

民国19年，盐丰县长赵尧贪污盐银，遭灶户反对，夜间卷款潜逃。

民国23年(1934年)7月，云南省政府颁布实行新衡的政令，盐丰原用司马称改为新衡

后，每100斤为新称127斤。

民国25年(1936年)，按云南省《盐区造林章程》和《造林场办事规则》，省建设厅林务

处成立白盐井区造林场。

民国25年(1936年)47J 18日。红军第6军团在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领下，长征路经

大姚七街、盐丰县城，开盐仓分盐30多万斤救济百姓，民众欢欣鼓舞。．

民国28年(1939年)，省政府决定白盐井区改为迤西区盐场公署。

民国31年(1942年)1Jq 1日．云南省实行盐专卖制度，盐丰、大姚两县成立食盐公卖

店j

民国34年(1945年)，因官价市价相悬甚巨，奉府令取消官专卖制和公卖店，实行产区

盐销管制办法。



大事记

民国34年(1945年)10月，市场物价骤跌·食盐滞销，库存积压。

民国37年(1948年)5月，滇、桂、黔边纵八支队(即：滇西人民自卫团)和西进部队

四次攻打盐丰县城，开仓卖盐。

民国37年(1948年)11月，省盐务管理局通知白盐井场禁止使用童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0年1月5日盐丰县全境解放，白盐井盐场仍称盐场公署。

1950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制定<云南省兄弟民族区食盐供应方案》，实行等差

税率，照顾边远地区民食。

1954年3月，大姚至盐丰公路正式通车，改善了盐业运输条件。

1955年7月，石羊白井盐场改为盐厂，由省盐务管理局领导。

1956年因薪柴昂贵，加之卤水浓度低而裁废停厂．1958年起由地方恢复生产。

1956年4月，执行国务院指示，农牧业用盐不再免税，改按食盐税的40％计征。

同月，省政府指示：停止砍伐柴薪煎盐，白井多余的柴山职工由地方政府安排转业。

1961年因石羊被水淌，石羊盐厂被迫停产，1966年初恢复生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羊盐厂受到冲击，时停时产达4年之久，直到1969年才

恢复正规生产。

1970年5月，石羊盐厂改名为大姚石羊盐厂．

1971年，改筒子锅煮盐为平板锅煮盐。

1976年，石羊盐厂建起2座枝条架，卤水上架1次，可提高卤水浓度3,--,4波美度。

1978年"-'1980年，省地矿局十四地质队对大姚石羊盐矿区进行了钾盐普查钻探深部评

价。

1983年10月，石羊盐厂投资59．8y]元的第一套真空制盐技改项目竣工投产。

1989年6月，石羊盐厂投资128万元，年产3000吨的第二条真空制盐生产线破土动工，

1990年4月竣工投产。

1990年，经省轻工厅、省技术监督局和省盐务管理局对石羊盐厂进行全面检查考核，石

羊盐厂取得了轻工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成为全省获。国家生产许可证”的5家盐业企业

之一．

1992年，石羊盐厂投资2万元，tJ制湿式除尘器和旋风收尘器，再度减少了废气中烟尘

的排放量。 ．

1993年9月，石羊盐厂食盐产品经省盐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食盐产品达到国标

GB5461——85标准。

1994年7月，石羊盐厂食盐产品经省盐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食盐产品达到国标

GB5461——92标准。

1996年至1998年，石羊盐厂连续3年获省经贸委、省总工会、省财政厅命名的。节能降

耗先进单位”。



大事记

1997年lo月，石羊盐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年底成立。大姚县盐业有限责任公
司”。

1998年，大姚县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食盐3666．76吨，工业总产值(90年不变价)

78·1万元，销售收入208．9万元，上缴税金38．3万元，实现利润II．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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