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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盐志》是根据中央和省的有关指示精神，按照雅安地区

行署、四川省盐业公司关于修志工作的具体安排部署，在汉源县志办

公室具体帮助和大力支持下，由四川省盐业公司雅安分公司、汉源支

公司组织力量，建立临时性的机构——汉源县盐志编纂小组完成编纂

的。后经汉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审核定稿，汉源县人民政府批准颁发

了合格证。

编纂地方志是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关系

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汉源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地处

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恶霸、土匪、军阀横行，人民吃盐

十分困难，淡食现象相当严重。建国三十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人民的盐务事业蓬勃发展，汉源人民食盐问题获得了彻底解决，

各类用盐充分满足供应。《汉源县盐志》通过追溯本县盐业发展的历

史，重点记述了建国三十五年来的变化，以“资政、教育、存史"为

目的，为今后工作提供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各条战线气象更新。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汉源县盐志》就是在此大好形势推动下编纂而成。

汉源盐业工作，从建国时期到现在，已经历了两代和许多同志，

特别是五十年代的老同志，他们为人民盐务事业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少同志已经退休和居于二线了，青年同志正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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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他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通过编纂这本小志，缅怀上

一代，鼓励下一代，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也是我们的又一目的口

注：张文敏同志系雅安盐业分公司前任书记，现调研员。

张文敏



凡 例

一、《汉源县盐志》是反映汉源盐务事业今昔状况的一本专业

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决议》为准绳，用新的观点、

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编纂。

二、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

原则，以突出汉源县盐业的时代和地区特点a

三、本志是在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它真实地反映了汉源县盐业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有关汉源盐业经营及其它业务章节的编写，是采取纵横

相结合的方法。既从纵的方面反映汉源县盐业经营的整个变化情况，

又重点突出了建国以来汉源县盐业部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食盐供

应"、 “供应加碘食盐防治地甲病"等具有地区、行业特点的篇目。

五、本志为语体文，按时间顺序编纂记叙。追溯历史有根据，记

载现状实事求是。有关业务专用名词，均采用本行业通用术语，力求

通俗易懂。

六、本志断限时间，依据所能查到的档案资料上限于1 7 30年，下

断于1 984年。但是，由于历史上无有盐业专志和完整的档案、故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关章节的记述，有挂一漏万，残缺不全的现

象，这是一大憾事。



圆】11名盐业公司汉源史公司乌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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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支公司及所属机构照片

汉源支公司办公、营业处

支公司流沙河仓库

5



支公司所在地流沙河，位于雅富公路交叉点上，距县城富林镇2公里，离乌斯

河41公里，上行九襄镇23公里，下至石棉5s公里，交通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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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襄盐库仓房

九襄盐库办公室和营业处

过去经销之川巴盐



岛斯河特遮站办会塞和库房

转运站像于成屁铁路线上，蹶桥觳(火牟)发避地蛾屑124公器e



《汉源县盐志》编纂组及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长：张文敏

副组长：徐日弟

成 员：胡克鹣 王德平 肖桂袜

二、编写组及成员名单：

四川省盐业公司汉源支公司

《汉源县盐志》编纂组

主 编：卢炳贵、黄春德

校对：肖桂林

封面设计：雅安地区印刷厂设计室

封面题字；卢炳贵



概 述

民间俗语“天天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盐，既是人民

生活之必须品，又是化工、制革等工业和农、牧、渔业的重要生产资

料。由于盐涉及面广，耗用量大，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故有“政治

商品”之称。

由国家垄断盐业经营，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政策。据史记载，

我国从周朝到清朝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奴隶、封建、半

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在各个时期盐政亦有“官营"、 “专卖”、

“征税"等名目之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把对盐的垄断经营，作为

盘刹搜刮民财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维持其封建统治。清王朝对盐业尤

着重于控制流通环节，采取封建专商引岸制度。 “济楚为主的川盐厘

课"一项，即为“晚清财政重要支柱之一"。 (引自：《川盐济楚与

四川盐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为筹措内战经费和应付帝国主义侵略，加

之盐业经营又直接关系大官僚资本的利益，故在盐政设施上之周到详

密，较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仅据1 949,年(民国三十一年)

至1 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之不完全统计，由中央政府、行政院、财

政部等签署颁发的“盐政条例"、 “盐专卖条例"等等，即达二十余

种之多。从盐的资源、生产、辅助材料和进入流通环节后的运销、储

存、赋税各个方面，都有着明确规定。然而，由于统治不得民心，盐

政机关腐败无能，政令无效，各地军、政、商和地方势力，视盐为获



利之道，任意抽捐加税，交相争夺盐剂之事件层出不穷，民食工用根

本无法保证。据原川康盐务管理局西康分局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

十二月十八日，在一个文件中记述： “自抗战军兴、各省、县吏民视

盐为利，于是抽税附加者，私加盐价者、组合营运枉法渔剂者，擅设

非法机关干涉盐务者，不一而足。上下交争乖3而盐务机关照章执行职

务，不免与各方发生利害冲突"。

在旧中国，汉源县的盐业和民食状况，更有一段辛酸历史。由于

汉源地处横断山脉北段东缘，四周群山连绵，交通不便，人民生活十

分贫苦，盐的运销经营，虽也一度有过管理机构，但实际上操纵在盐

商手中，并受控于当地豪强和驻军。据文记载：1 940年(民国二十九

年)，雅岸销商联合营业处发给所属汉源分处巴盐1 5．000市斤。 其

时正当雅安、荥经、汉源等地盐荒严重，食盐十分紧俏，此盐尚未运

到汉源，二十四军军训处贺参谋、段秘书诡称为修建九襄公园筹集经

费，强行将盐另收地点，自行售卖，从中牟取暴利。

历史上汉源销盐分“雅岸盐"和“票盐"，此外，间或有少量

“康盐刀，经泸定贩运至汉源的宜东、农场(今石棉)出售。由于盐

运道远路险，全靠人背马驮，成本已是很高，加之商贩任意抬价，各

方苛捐杂税，盐价高达“斗米斤盐”；市面售盐时有时无，盐荒不断

发生，山区农民过着吃“涮涮盐"n’或农忙少吃，农闲不吃盐的淡食

生活。汉源县境内，部分地方水土缺碘，地方性甲状腺肿病漫延，严

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计和健康。而统治阶级置民之生死于不顾，当然不

可能采取用食盐加碘这种有效措施来防治这一疾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三月建立了“汉源县盐业公司，，

(以后更名富林支公司)，盐业经营从此掌握在人民手中。盐业运销



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原盐商品流通组织。它在经济活

动中，始终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政治观点、群

众观点，生产观点；以确保民食为首，充分供应各类用盐。为人民生

活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在保证各类用

盐充分供应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盐业经营的宗旨。

汉源盐业公司成立后，立即担负起供应全县人民和接壤地区之石

棉、越西、甘洛、冕宁等县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食盐业务。当时由于

政权建立不久，匪患未灭，运道不靖，盐的货源缺乏，部分盐商趁机

囤积，市面上食盐紧俏，盐价贵至银元一圆一斤，无银元者则以土特

产、皮张换盐，盐商从中牟取暴利。针对上述情况，盐业公司一面对

盐商进行教育，要他们拿出存盐来出售，并有力地开展缉私212作，打

击不法商人的破坏活动，与此同时，从雅安由部队武装护送食盐到汉

源济市。盐业公司挂牌亮价，设摊售盐；不畏艰险，深入民族地区，

宣传党的政策；联合贸易公司，建立供盐点，很快消除了盐的供应紧

张现象。不仅解决了人民的生活问题，而且促进了社会安定，提高了

新生政权的威望。据西康省盐务管理局一份档案资料记载“五。年六

月间，富林成立了盐业支公司，少数民族看到我们运去的食盐，竟惊

羡不已，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天大喜事，纷纷结队到富林支公司参

观。手摸着盐巴说： “毛主席是我们的恩人!"称经理徐文玉同心-L-"

为：徐大哥。并喝酒联欢。

从l 952年至1 983年三十余年间，汉源县盐业机构虽然几经撤、

合、立，但党和政府对盐务2r_作十分重视。盐业、商业、供销各国营

企业及合作商业，按照“以运保储，以储保销，，的业务方针，在盐的

调运、销售、储存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开拓了人民盐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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