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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贡历史悠久，素以井盐业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的“盐都”。
同时，又以“恐龙之乡”、“南国灯城”蜚声中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融汇的历史文化名城
。
在近两千年的盐业生产的历程中，世代劳动人民利用得天独厚的丰富盐卤、天然气资源，创造了世界
科技史上独特的井矿盐生产技术，使自贡井盐业的发展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
川省精华之地”，“富甲蜀中”。
自贡因盐而设镇、建县、置市，形成商旅辐辏的繁荣城市，浓郁的地方盐业文化代代传袭。
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限制，到解放前夕，自贡仍处于手工业生产阶段。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300万勤劳智慧的英雄儿女，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盐都古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盐业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矿盐钻探、设计、生产、科研、设备制造等完整的生产体系，并由单一的产盐
城市发展为以机电、化工、制盐为主，兼有建材、冶金、轻纺和食品等多种工业门类的综合性现代中
等工业城市。
古老而又年轻的“盐都”，犹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四川盆地上。
自贡古有修志之风。
唐代，《旧经》为境内方志之滥觞。
其后屡有名志问世，清乾隆段玉裁编纂的《富顺县志》被梁启超誉为全国方志之表，民国时赵熙纂《
荣县志》被称为巴蜀名志。
这次新编地方志，穷十余载，数十余部市级专业志陆续出版，自贡历史上第一部《自贡市志》付梓问
世，这确是全市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本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体现了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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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0年春开始，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集中清剿武装匪特，开展禁烟禁毒
活动，封闭妓院、烟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很快清除了解放前
遗留的毒、赌、匪、娼等社会问题，巩固了新生的政权，社会逐步出现崭新面貌。
　　对盐业的改造始于1950年。
同年起改革专商引岸制度，取消垣商，统管统配卤水，统一收购场盐，把私营盐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
的低级形式。
同时以“价购、抵偿公欠、没收逆产、租佃、投资、自愿合营”的方式，组建国有和公私合营企业。
1951年先后成立川南自贡新华制盐厂和公私合营利民制盐厂（次年12月更名为公私合营久大制盐股份
有限公司）、运水公司。
1953年，国家开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
1954年6月，成立公私合营自贡市建华有限公司。
1955年11月，第二批私营企业共58户72个生产单位实行公私合营，分别合并到建华、久大制盐公司。
1956年1月，最后一批私营企业经市人委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这批企业除淘汰边远小井灶71户外，共169户、147个生产单位以及为盐业生产服务的50户其他私营企
业，按区域分别并入建华、久大两个公司。
至此，自贡盐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盐业公私合营共有私营企业283户、304个生产单位，私股投资总额204.4万元。
同年7月，根据中央规定，对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定息赎买，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公股领导，对资
方人员和从业人员量才使甩。
全市（今市区）包括其他各行业共安排资方人员作科、股长以上254人。
同时，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
1956年市区粮食业全部批准为国有，其余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组建15个公私合营商店，64个合作商店
，462个合作小组，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总数的91.19％；个体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全部实行合作化
，组织手工业合作社109个，社员4243人，占从业人员数的84％。
农村在发展互助组的同时，1954年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高级社。
到1956年，市区入社农户增至农户总数的95.08％，富顺县到1957年春，入社农户占96.61％。
荣县入社的土地99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5.3％。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全市经济中占据绝对优
势，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具体工作中仍存在步子过快的问题。
盐业公私合营后期一哄而起，一个月时间完成数百户.管理又未跟上，一度出现生产混乱，质量不稳定
的现象，经过长时间整顿才逐步好转。
农业初级合作社尚不巩固，又普遍组建高级社，半年时间内一哄而起，工作不细，发展过快，有的地
方出现变相强迫现象，违背农民自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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