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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开发江苏盐区对华中根据地的作用
!

于海根
（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 盐城! ""#$$%）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及时开发江苏盐区，发展盐业

经济，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地盐业的巨额税收，为根据地的建立和

巩固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据地盐业政策调动了盐民盐商的积极性，保证了物资供给，

改善了盐民生活。根据地盐区的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彻底粉碎了敌伪顽的经济封

锁，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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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往，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战史的研究多以

军事、政治斗争为主，以文化斗争为辅，对经济斗

争方面研究不足。而对于华中敌后抗战主要经济

支柱的盐业发展历史研究则相当不足。今年是抗

日战争胜利 -$ 周年，为了缅怀剑指江淮的新四军

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本文试图对抗日战争

时期新四军开发江苏盐区及其对华中抗日根据地

建设的作用作些梳篾，为研究这段光辉的历史提

供一点素材。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前江苏两淮

盐区概况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盐区，主要集中在江

苏境内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淮河（ 即今滨海境

内中山河）横断其间，形成历史上的淮南、淮北两

大盐区。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当局直接控制着苏

北盐区，并广设机构，专司管理，以达到独揽盐利

之目的。在淮南盐区，设有扬州盐务分局（ 原为

两淮运使公署），下设新兴、伍佑、草堰、安梁、丰

掘、余中六个盐场公署，以及十二圩和通泰两个盐

务支所；在淮北盐区，设有淮北运副公署、淮比稽

核分所和淮北缉私统部。下辖青口、板浦、中正、

济南四大盐场。国民党政府和垣商、掌管、把头，

为了榨取盐民血汗，拼命压低食盐收购价，加重盐

税负担，并附征各种“ 追加费”，使得盐区人民长

期过着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

然而，旧政府的盐务机关，只管收税，不问生

产和盐民生活，盐业工具和设施原始破旧，河滩堤

坝年久失修，海潮常常破堤成灾。其中，最大的一

次灾难是 )’.’ 年 * 月 .$ 日发生的大海啸。这次

浩劫的损失，以淮北灌河两岸的济南场为最，全淮

北损失盐斤达 )%，$$$ 余吨，淹死灶民 )，-$$ 多

人，绝大部分为灌河以东盐城境内的大源、裕通、

庆日新三大公司灶民。大潮过后，百里盐滩尸横

遍野，屋倒堆塌，沟平滩淤，生产难以恢复，灶民生

活更加贫困不堪。

早就对淮盐垂涎欲滴的日本侵略者在 )’.’
年全面侵占淮北盐场后，借大潮灾难之际，不择手

段地加紧对淮盐的掠夺。日军强占盐场的七年

中，淮北所产之盐，大部分被充作军用，或直接运

回日本，平均每月向日本输出 )$，$$$ 吨左右。几

年中，日军共掠走淮盐 .，$$$ 多万担，计 )%$ 多万

吨，就连盐区的灶民也成为掠夺的对象，到抗战结

束前，淮北盐区共被劫走盐民 )，$$$ 余人，还有

)，.$$ 多人被骗卖到东北做苦力。总之，根据地

创建之前，江苏盐区人民既受到封建主义和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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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又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

和摧残，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华中根据地建立后的盐务工作

为执行中共中央“ 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开

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拯救苏北盐区人民，陈毅

率新四军过江，首先控制了扬州以东地区。!"#$
年，黄克诚率八路军由山东南下开辟了淮海区，以

后又继续南下盐阜区，与陈毅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一支队会师于白驹的狮子口，完成了开辟华中抗

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解放了苏北沿海大部盐

区，为根据地建立后开发两淮盐区创造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对于增强我方经济实力，保障根据地的

民食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盐区开发

!、武装接管旧盐务机构

!"#$ 年 !$ 月，黄桥决战胜利打开局面后，苏

中大部分地区已被我军控制。当时，国共合作尚

未完全破裂，因此对国民党“ 两淮盐务管理局”并

未立即统一接管。!"#! 年 ! 月 !% 日，华中总指

挥部及中原局首长刘少奇、陈毅在向中央汇报的

《目前工作部署报告》中也提到此事，“ 两淮盐务

管理局本拟接收，因该局有武装盐警二千余人

（分散的）及公务人员数百，收入并不大（ 每月二

三十万元），我们在技术及干部上尚有困难，故暂

不接收，改向该局按月提取新四军军费。”［!］但对

盐务局下设机构则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实

行部分接管。接管最早的是四分区。!"#$ 年 !$
月下旬，我军在苏北通、如、启、海地区成立江苏省

第四区游击指挥部盐务处，处长为邢一新。国民

党吕四盐场场长戴育恩在我接管前见大势所趋，

便带着财务人员和帐册，主动到掘港向我方办理

移交。四分区接管旧盐务机构后，盐务处下设余

中（场长为蔡良）、丰掘（场长为熊荣武）两个盐场

公署，公署下设放盐处。到 !"#& 年 & 月，两个盐

场公署合并为余丰总场公署，后划归两淮盐务管

理局领导。

东台县（含后设置的台北县）虽早在 !"#$ 年

!$ 月上旬就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但出于国共合

作的需要，民主政府仍让国民党盐务机关征收盐

税，我方只派税务干部驻场，每百斤盐仅附征法币

! 元为盐税。可是，驻东台的国民党两淮盐务局

所属通泰盐务支所所长赵武显却无视我党统战政

策，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故意压低盐价，继续鱼

肉人民。!"#! 年 ! 月 ’( 日，苏北区党委和苏北

行政委员会决定武装接管东台境内的国民党两淮

盐务局。同年 ’ 月初（ 农历除夕夜），新四军一师

二旅、东台县民主政府警卫连及各区人民武装，采

取统一行动，包围了通泰盐务支所及所属草堰、安

梁两盐场公署和十个放盐处，解除各场盐警武装

并改编其为我盐务机关的盐警大队［’］。至此，沿

海各盐场已全部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盐务机构

被我接管后，仍保留两淮盐务管理局建制，第一任

局长为陈国栋（同时兼苏中二分署财经处长）、副

处长为周邨。当时，盐务局实际上只管苏中境内

的淮南各盐场，直属苏中行署财委领导。盐务局

下设余丰（总场长为祖光）、拼富（ 总场长为程达

人）、东何（总场长为谢金声）、草堰（ 总场长为赵

雁）四个盐场公署，分别领导丁溪、小海、草堰、何

垛、东台、富安、安丰、角斜、栟茶等九个盐场公署

和丰利、苴镇、北坎、余中、吕四五个放盐处。从

!"## 年起，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两淮盐务局

下辖九个盐场公署的场长为其行政特派员，负责

处理盐场辖区的行政事务工作。

’、加强食盐税收管理

苏中根据地两淮盐务局在组织盐民积极生产

的同时，制定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加强了盐税的征

收管理工作。

（!）坚持生产上的督煎制度。这是对盐税的

征收采取源泉控制。根据淮南生产小籽盐的特

点，以二三十副盐灶为一灶区，两三个灶区设一个

放盐处（或督煎处）。放盐处下设督煎员，通过盐

灶控制锅撇，管理生产。具体管理办法是：规定每

副盐灶都使用火伏簿，盐民起火煎盐及淬火，都要

向本区督煎员报告。督煎员在火伏簿上写明起

火、停火日期，起火时验封，停火时在锅撇上做记

号。当时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生产一伏火（’# 小

时）的盐一般为 !’ ) !* 担左右，以控制税源。

（’）执行销盐上税票制度。盐民销盐必须向

督煎员报告，由督煎员实地检查、过秆，然后开税

票放行。如不报告而自行销售，一经发现即作私

盐论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处以一定的罚款。当

时征收盐税的税票，由两淮盐务管理局统一印发，

是骑缝剪额税票。其基本内容为：盐商姓名、购盐

担数、起讫地点、单位税款，合计税额等项。税票

上除盖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公章外，场长、放盐处主

任和督煎员都要盖章。盐商凭此税票，可在苏中

区内销盐通行无阻，无票者，作私盐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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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税款结报制度。督煎员征收的税款

每日要向放盐处的主任结报，放盐处主任每旬向

盐场办事处会计结报。税款收得多则随时结报。

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征收盐税因当地无金库，会计

对税款负有保管责任。一般税款“ 打埋伏”在最

可靠的群众家里，或隐藏在较安全的地方，以防出

事，会计上交税款时，一般都要武装护送。

!" 组织灶民成立抗日救国协会

#$%# 年 #& 月，中共苏中区党委为加强根据

地建设，在东台海滨地区建立中共滨海工作委员

会，负责开辟沿海地区棉、渔、灶民的工作。林枫

为书记。滨海工委不断派出民运干部到各盐场去

组织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协会（ 以下简称“ 灶

抗会”），发动组织盐民，提高抗日救国的觉悟，积

极从事盐业生产，保护盐税，反对垣商、地主的封

建剥削，参加抗日斗争。

最早成立“灶抗会”的是如东县。据《如东县

志》记载，#$!’ 年底，中共江北特委以抗战支队政

工队的名义派出的海滨组，在苴镇沿海地区组织

“灶抗会”，发展会员达 (&& 多人。盐民理事会废

除了盐霸规定的不合理制度，并且拒绝向盘踞在

沿海的国民党杂牌军纳税。同时苴镇、何家灶一

带还成立过“ 盐贩协会”［!］。#$%& 年 ## 月，苏中

滨海工委派民运工作队林德润等同志到沿海新农

等灶民集中地区成立了“ 灶抗会”。为提高盐价，

改善盐民生活，民运队和灶抗会的骨干，带领灶民

到通济盐垦公司，与经理张小三进行说理斗争，迫

使盐垦公司不得不答应灶民的合理要求。盐价由

原来每桶 #" ’ 元提高到 (" ) 元，把过去单方估看

烧盐火草改为公司和灶抗会双方估看。经过斗

争，盐垦公司的剥削程度有所减轻，灶民生活得到

改善［%］。栟茶盐场、富安盐场在民运队干部冯士

卿等人的领导下，于 #$%# 年春成立了“灶抗会”。

苏中沿海地区“灶抗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

众组织。在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盐民积极生

产，与敌伪顽及盐霸势力展开坚决斗争，改善盐民

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成为共

产党同江苏盐区群众沟通感情的桥梁。

%" 兴办食盐运销合作社

#$%% 年以后，苏中根据地三仓以北沿海一带

的环境，除了敌伪偶尔进行大扫荡外，一般比较稳

定。为了促进多产盐，快销盐，苏中区财委所属两

淮盐务管理局鼓励盐民成立食盐运销合作社，所

产之盐通过各种关系，销往江南及东台、兴化、安

丰、海安等敌伪占领区。换回根据地军民所需的

工业品。食盐运销合作社是在当地盐场办事处领

导下的一种群众性的经济组织。盐民以自己生产

的食盐入股。推荐信得过的代表组成理事会、由

理事会选举了总社长、副社长、并聘请会计、出纳

和推销人员。

这一组织办得较早的是东台盐场，接着，安

梁、丁溪、草堰、小海等盐场也相继成立。食盐运

销合作社成立后，向盐民收购食盐，订出合理的价

格，从而彻底取消了原来食盐由垣商收购、销售的

中间剥削，许多垣商被迫废垣。食盐运销合作社

规定盐民不得把原盐直接卖给其他商人，盐税由

合作社直接向征收机关报缴。合作社的盈利除了

一部分作发展基金外，其余于年终按盐民入股份

数分红。后来，直到解放战争开始，苏中地区环境

恶化，这种食盐运销合作社才陆续停办。

（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盐区开发

抗日战争期间，苏北地区的淮北、青口、板浦、

中正和济南四大盐场。从 #$!$ 年起，一直被日伪

侵占；因此，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盐务工作主要是指

盐阜区的情况。盐阜抗日根据地形成后的盐务工

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建立统一的盐务机构

#$%& 年 #& 月，新四军和八路军两军会师以

后，苏中苏北连成一片，后来盘踞在盐阜一带的税

警和盐警武装被我军彻底打跨。苏北根据地在民

主政权尚未建立之前，奉中原局指示，率先在盐阜

地区建起了小盐税征收机构，并对盐区采取武装

保护措施。盐阜区统一的盐务机构盐阜区盐务管

理局于 #$%( 年 ( 月正式成立。盐务局下设新淮

盐场办事处和各县专管小盐场的直属盐务所，并

在八滩专设裕华公司，专门负责食盐运销。

(" 兴建新滩晒盐场

新四军三师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于 #$%#
年春提出了“开发生产富源，支援前线战斗”的口

号。利用大片荒废的海滩，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

鼓励商人经营，集资铺设盐滩，开办盐场，并保证

他们的合理利润。铺滩地址选在阜宁县东三区的

后滩（今滨海县滨淮乡境内的国营新滩盐场）。

第一个到新滩开辟盐田的是从淮北济南场逃

难来的老盐工顾开金。#$%# 年春，他替裕隆公司

铺了两份盐滩，( 月份开工，) 月份结晶，当年产盐

近 (，&&& 担。阜宁县开明绅士杨芷江在新四军三

师的帮助下，首先办起裕生盐场，随之裕民、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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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淮等八个盐场先后建立。其间我抗日民主政府

机构，如滨海县优抗会、新四军泰山公司，新四军

三师 !" 团，阜东独立团等单位也先后在此建滩

"# 多份。盐阜盐务局在盐场成立了堆西、新生、

裕华三个盐务所。并于 $%&& 年 ’ 月在新滩盐场

裕华盐务所成立了淮北盐场第一个党支部。随着

盐滩的 不 断 增 加，敌 伪 区 的 灶 民 不 断 迁 来，到

$%&’ 年，场区人口已达 ()## 多人，池滩发展到

(&) 份，有大小公司 &( 家。’ 年中，计产原盐达

’## 万担左右。

(* 制定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促进盐业产销的

发展。

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在盐务生产和销售工作上

均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

根据地盐业的发展。

在生产方面，发放贷款，允许个人筑场晒盐，

鼓励盐民多产食盐，$%&# 年新四军开辟了阜东并

建立民主政权后，一面兴修宋公堤，以防海患，一

面开放晒盐禁令，允许人民自由领取滩地筑场晒

盐，不加任何限制，政府并贷以资金和粮食帮助其

发展。苏北小盐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仅

以阜东县华成区为例，$%(% 年以前，只有盐民 (!
户 )## 多人，在民主政府领导和扶持下，到 $%&(
年增加到 )#"+ 户 $#### 多人，产盐 ( 万担。从

$%&$ 年到 $%&( 年止，阜东地区盐业发展情况如

下表［’］。

时 间
盐场 资金 面积

场数 上升指数 金额元 上升指数 亩数 上升指数

$%&$ 年 $ $## &(### $## (% $##
$%&) 年 ’ ’## "+(### $’"+ &()% $)##
$%&( 年 )$ )$## ’($(### $))’( )$!$% ’’%’#

, , 滨海县过去生产小籽盐的盐民一户也没有，

到 $%&( 年亦发展到 $，#%& 户。$%&& 年 $) 月 )+
日，盐阜区第一次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阜宁

施庄召开，此会推动了盐阜地区内的工、农、盐、手

工各行业的大生产运动，充分调动了解放区人民

的生产积极性；全区盐业产量不断提高。从 $%&#
年到 $%&’ 年盐阜根据地共产盐 +’# 万担，平均年

产盐 $’# 万担，有效地支援了根据地建设。

在劳资关系方面，执行中央制定的“ 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

策，既顾及灶民的生活水平，又要使资本家有利可

图。盐务局具体规定了灶粮及担头粮的标准，按

照滩地等级和劳力多少，计发灶粮。头等滩地每

年 ’，)## 斤，二等滩地 &，’## 斤，三等 &，### 斤，

四等 (，’## 斤（玉米、小麦各半）；担头粮为玉米，

春盐头等每担 ) 斤、二等 $* +’ 斤；秋盐头等 ( 斤、

二等 $* ")’ 斤。计时计件加在一起，折合为工资，

全劳动力为 $#—$’ 斤，半劳动力为 "—$# 斤，虽

然工资水平不高，但灶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在销售方面，让利盐商，出口轻税，鼓励盐民、

商人多销售，换回根据地所需日用品。随着盐阜

区盐务管理局的成立，盐阜区各县及时成立了食

盐专卖公司，专卖公司按批发价卖给各公、私营商

业单位或商人，对外销售。对阜东、盐东地区生产

出来的小籽盐，民主政府初期采取轻税政策，盐税

金额 为 盐 价 的 (#- ，税 率 仅 为 国 民 党 政 府 的

$#- ，以达到向敌区倾销原盐，与敌人展开经济斗

争的目的。$%&$ 年冬，盐东县的灶民救困会组织

了灶民产销合作社，使灶民生产原盐可以直接向

外运销，淮北盐区的陈家港，因被日伪长期统治占

领。淮盐产量减少，阜东县民主政府经常用十余

只海船运盐经阜东向灌云敌区倾销，与敌争夺税

源。$%&$ 年冬盐阜行署还拨款 $# 万元作为农民

的购盐代金，鼓励农民由海滨向淮安运盐。$%&)
年盐阜盐务局还在东坎成立了一个销盐合作社，

经营食盐出口事宜。根据地内食盐过剩，而敌区

及路西其他根据地缺少食盐，通过鼓励盐商、盐民

外销出口，既征收到了可观的盐税，又可以从敌区

或西区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土布、肥皂、纸张及其他

日用品。

三、华中敌后的盐业发展对根据地建

设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敌后根据地盐务工作的

开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解放战争的胜

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根据地盐业的巨额税收，为根据地的建

立和巩固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苏北两淮盐场有“ 华中金库”

·&· 万方数据



之称，而淮北盐区的新滩盐场又是盐阜根据地大

盐主要产地，也是主要财源，附近根据地财政支

出，多赖于这里的收入。如当时苏北解放区发行

的流通券（又叫“小牛票子”）和盐阜币，具有一定

的价值，尤其是由盐阜银行发行的盐阜币，之所以

能在商品流通中起主导作用，能左右市场，稳定物

价，并且流通量大，深得人民信赖，究其原因是因

为 有 沿 海 取 之 不 竭 的 海 盐 等 战 略 物 资 作 为 后

盾［!］。

（二）根据地盐业政策调动了盐民盐商的积

极性，保证了物资供给，改善了盐民生活。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盐业政策，是为抗战，为人

民而制定的。要坚持持久的战争，建立巩固的根

据地，就必须改善人民生活，做到人民在人力物力

上的支持。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

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所说：“ 我们一方面取

之于民，另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

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

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

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

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基于这个精神，华

中敌后根据地在发展盐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制

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既调动了群众

的积极性，又加速了食盐的流通，换回了解放区的

急需物资，发展了经济，保障了军需民食供给。

（三）根据地盐区的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相

结合，彻底粉碎了敌伪顽的经济封锁，巩固了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虽然控制了两淮大

部盐区，但淮北盐场仍被敌伪长期占领，苏中盐区

也常受敌扫荡侵扰。日伪顽均对根据地实行经济

封锁。我华中根据地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亦

对敌人实行反封锁，严格控制进出口货物，用我们

过剩的食盐套购敌伪枪支弹药、战备物资以及军

用物资，严密税收管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同

时，在军事上也采取反掠夺的斗争形式，主动到敌

占区打击敌人，夺回被掠物资。#$%% 年 & 月，新

四军三师八旅突袭了陈家港据点这颗扎在我苏北

盐区的钉子，消灭了敌伪两个税警大队，缴获了大

量的战备物资，尤其是夺回了被日寇掠夺去的 %’
万吨食盐，阻止了淮盐外流。为华中地区的抗日

战争筹措了大笔资金，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前线的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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