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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盐城两千多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海盐发展史，而盐城的海盐文化则是 

中国海盐文化的一个缩影。城市化进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给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 

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城市建设可以促进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的保护，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的保护也 

可以助推城市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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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盐城两千多年发展史就是 
一 部中国海盐发展史，而盐城海盐文化则是中国 

海盐文化的一个缩影。城市化进程，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推进，给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带来 

挑战和机遇，盐城海盐文化是乘风乘势发扬光大， 

还是随风飘荡任其 自生 自灭，即海盐文化遗产如 

何保护，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 的重要研究课 

题”J。城市建设可以促进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的 

保护，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可以助推城市 

发展。 

一

、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不 

容乐观 

1．盐城海盐文化遗存保护的现状堪忧 

盐城海盐文化物质遗存，如盐政管理官署、海 

盐生产场地、工具、运销码头、器具、碑刻，盐民日 

常生活场所、用物等，现仍有遗迹可觅的文物，在 

盐城文物部门登记的仅有 860多处(件) 。盐 

城海盐文化物质遗存本来就少，由于保护意识淡 

薄，有一些海盐文化遗产无遮无挡任凭风吹雨打， 

有一些不法分子在悄悄盗掘，有一些施工单位无 

视法律，不按照规定到文物管理部门履行报批手 

续，申请开展地下文物发掘勘探，众多地下古墓 

葬、古遗址在城市建设中悄然消失。即使在建设 

中有重大发现，被文物部门勒令停工，有的甚至被 

媒体一再曝光，但有一些建设单位仍偷偷施工，致 

使地下文物原有风貌和历史信息遭到破坏，有的 

是彻底损毁。对工程范围内的地面不可移动文 

物，不是擅自强行拆除，就是在表示异地重建下拆 

除。许多工程打着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旗号，无 

视文物保护，野蛮施工，导致文物损毁。随着城市 

化进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反映盐城海 

盐文化遗存的古遗址、古墓葬、古碑刻等在不停的 

损毁之中。 

2．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不完善 

我国的文物单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都 

要接受多个主管部门的业务管理和地方各级政府 

的行政领导，这种职能重叠、纵向分离的文化遗产 

的管理体系，很容易导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局 

面。文物部门与建设、规划部门难以协调。文物 

部门对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但是由于受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费、人 

员、交通工具等条件的限制，目前也处于心有余而 

力不足的尴尬状况。拿盐城县(区)来说，有的县 

(区)由社会文化科的同志负责文博工作，有的县 

(区)由文化馆的同志代管县(区)的文博工作，处 

于“无编制、无人员、无经费”的“三无”状况。因 

此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盐城的海盐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建立健全盐城海盐保护机构 

机制迫在眉睫，保护标准、目标管理、调查收集、整 

理建档、展示宣传、开发利用，以及资金 、编制、人 

才等一系列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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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 

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海 

盐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远远落后于新农村建设 

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农村建设对海盐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海盐文 

化遗产保护形势比任何时候严峻，抢救任务更加 

繁重，保护成本大大增加。其次是海盐文化遗产 

保护底子薄，历史欠账多。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县 

(区)，连最基本的人员和工作经费都难以保障， 

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更无从谈起。三是海盐文 

化遗产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越来越大，对社会的 

贡献越来越明显。不少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在 

自身保值增值的同时，还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 

益。与其效益相比较，投入远远不够。从总体上 

说，盐城，尤其是县(区)对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 

护的投入与实际需求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 

二、充分认识盐城海盐文化遗产对城 

市发展的战略意义 

1．盐城海盐文化遗产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准 

确城市定位 

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 

流的频繁，虽然城市的形象可能会趋同，但海盐文 

化是盐城的城市文脉，能够塑造盐城的城市形象， 

准确城市定位。盐城，是一座海盐浸润过的城市， 

拥有深厚的海盐文化底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盐”城。全国以盐命名的地级市只有盐城。如 

果说城市之魂在于文化，那么海盐文化就是盐城 

的灵魂。古老的范公堤和串场河以及散落在盐城 

大地上的至今仍在使用的七百多个场、仓、垛、团、 

灶、总、墩等与海盐文化有关的地名，就像忠实的 

记录者，见证了盐城的历史 ，形成了盐城独特的城 

市文化和人文精神。盐城两千多年发展史就是一 

部中国海盐发展史，盐城海盐文化就是中国海盐 

文化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盐城海盐文化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J。多元化的海盐文化符号融人城 

市建设，把城市建设的个性特色定位于“盐”上， 

这样才能提高城市品位，准确城市定位，提高城市 

竞争力。 

2．盐城海盐文化遗产可以增强城市影响力 

盐城海盐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精髓，为盐城 

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在 

当今盐城城市飞速发展期，以经济为基础，以海盐 

文化为依托，让自然与人文和谐，让历史与现代相 

融，朝着国际化城市迈进，彰显海盐文化特色，成 

为盐城城市发展的方向。世界上任何一个高水平 

发展的现代城市，都具有非常强大的辐射能力，对 

周边地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 

区域、国家的先进代表。从城市的辐射力来看，盐 

城海盐文化的发展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效益，逐 

步将盐城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开放、充满活力与文 

化内涵的城市，成为引导地方区域发展的强大动 

力。从城市的整合力来看，通过发挥盐城海盐文 

化巨大影响力，增强市民文化 自信，激发市民热 

情，增强市民城市归属感与自豪感，将社会资源最 

大限度的整合起来，增加城市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为城市发展提供无形的力量，让城市在潜移默化 

中增强影响力。 

3．盐城海盐文化遗产开发成为城市发展动力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盐城海盐文化对城 

市的作用，不仅丰富城市的文化底蕴，而且成为城 

市发展源泉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文化产业占 
·到整个 GDP的 27％，日本达到 20％，我国仅 占 

2％。差距意味着着落后，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增 

长空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 

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文化产业的功能与作用 日 

益显现出其强大的社会效益 J。通过盐城海盐 

文化遗产开发，可以为盐城整体经济发展开辟新 

的投资项目和市场空间，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体现。中国海盐博物馆的开馆，为盐城文化产 

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展示平台。以此为契机，盐城 

大力推进海盐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大丰 

草堰古盐运集散地等海盐文化历史遗迹、海盐生 

产制作工艺、海盐文学作品、淮剧、海盐民俗、海盐 

文化观光等，加强海盐文化衍生产品开发。这些 

文化产业项 目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得盐城 

海盐文化的渗透力不断增强，对盐城经济发展产 

生促进作用，为盐城城市发展作出贡献，让海盐文 

化成为盐城对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三、对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1．构建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网络 

(1)强化政府行为，构建盐城海盐文化遗产 

市县镇村四级保护网络 
一

项工程成功与否与政府态度密切相关，盐 

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 

把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纳人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人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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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把 

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进一步具体化。积极构 

建盐城市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县 

(区)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镇 (街 

道)海盐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村(居)海盐 

文化遗产保护小队的四级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网 

络，切实把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2)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激发民间力量 

参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 

要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摆在 

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要位置，体现海盐文化 

遗产工作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加 

大投入力度，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公共文化服务。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无论是在考古发 

掘和保护修缮中，还是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保护 

建设中，都要保护群众根本利益，着力改善群众居 

住和生活条件。激发群众参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发挥民间收藏组织、民间 

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组织作用，利用民问力量保 

护海盐文化遗产。加强群防群治，营造海盐文化 

遗产保护人人有责，海盐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人人 

共享社会环境，实现海盐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民有、 

民治、民享 j。 

2．齐抓共管。共同做好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 

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涉及面广，各有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做好海盐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文物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海盐文化遗产保 

护的主导职责，落实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政 

策制度。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 

门，在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和审批建设工程时，必须 

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涉及海盐文化遗产保护时 

应依法征得文物部门的同意。公安、工商、海关等 

部门要加强海盐文化遗产安全的综合治理，加大 

打击涉及海盐文化遗产文物犯罪活动的力度。旅 

游、宗教等部门要依法、合理、有效地利用海盐文 

化遗产资源，确保不对海盐文化遗产造成损害。 

教育部门要将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 

划，编进乡土教材。科研部门要利用新技术对海 

盐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新闻媒体要 

加大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发挥舆论监督作 

用。真正形成“保护海盐文化遗产、人人有责”的 

浓厚氛围，变文物部门的“孤军作战”为“全民参 

战”，彻底改变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环境和 

海盐文化遗产自身的生存环境。 

3．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 

护多元投入机制 

各级政府要将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纳入财 

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并根据当 

地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加大经费投入力 

度，保障重点海盐文化遗产经费投入。制定出台 

鼓励和支持海盐文化遗产保护的优惠经济政策， 

进一步探索建立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及管理制 

度，以减税免税、授予荣誉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海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 

4．加强盐城海盐文化遗产执法力度，加大责 

任追究制度 

要进一步加大海盐文化遗产保护执法力度， 

建立健全海盐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度。对因执法不力造成海盐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的，将依法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 

任；对以因决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破 

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加大典型案件的查处力度，不仅查处违法行为的 

具体实施人，更要查清违法案件背后的原因，让失 

职渎职者承担责任 J。对案件查办的情况要及 

时宣传，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敬畏海盐文化遗产、人 

人保护海盐文化遗产的氛围。只有这样，法律的 

威严才能树立，政府的形象才能体现，海盐文化遗 

产才有和谐健康的生存空间。 

5．加强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研究和人才培养力 

度，打造海盐文化名片 

(1)加强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研究力度 

盐城作为海盐文化的发源地，不仅代表江苏 

省海盐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应代表国家 

海盐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随着中国海盐博物馆 

开馆，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的成立，盐城在海盐 

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打造海盐文化名 

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盐城海盐文化学术研究水 

平的提高，需要各级政府大力支持，提供充足的资 

金与研究力量，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教授等。 

深挖本地的海盐文化内涵，延伸研究领域，丰富研 

究内容，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 

造成一定的影响；发掘并研究本地的海盐生产的 

变革、运销形式的发展 ，管理政策的变化以及通过 

文字、口传等方式流传至今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 

历史资料、哲学思想、文艺作品、民俗风情等海盐 

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实本地研究力量，加强盐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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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队伍的建设 ，通过对盐城境内海盐文化物质遗 

存进一步普查，发现新的海盐文化遗存，并对相关 

海盐文化遗址进行考古与发掘，为盐城海盐文化 

研究提供客观、真实的海盐文物及其它资料，取得 

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与支持；创办高水平的学术期 

刊，提高整体业务水平；定期召开海盐文化学术研 

讨会、高层学术论坛，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民间 

爱好者参与热情，促进学术交流，汲取同行新成 

果、新技术，突破学术研究瓶颈，交流海盐文化研 

究的前沿动态，把握科研契机，争取在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使盐城海盐文化研究水平进一步提 

高 。 

参考文献： 

(2)加大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研究人才队伍培 

养力度 

要紧紧围绕盐城海盐文化遗保护产事业科学 

发展的需求，落实培训人才队伍、提高人才队伍素 

质的战略，以提高培训质量为主线，创新机制为重 

点，努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的教育培训 

工作新局面，为盐城海盐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引。根据盐城海盐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定岗定编，大力引进专业技 

术人才，做好市、县、镇、村四级文化遗产保护网络 

专兼职人员培训，建立一支较为稳定的多学科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使盐城海盐文化遗产研究向纵 

深推进，让海盐文化成为盐城一张亮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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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Yancheng Sea Salt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WANG Deng—ZUO 

(Yandu Library，Yancheng Jiangsu 224000，China) 

Abstract：To some extent，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Yancheng is exactly the sea salt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 while 

Yaneheng sea salt culture is an epitome of sea salt culture of China．The urbaniz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advancing of construc— 

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bring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to the sea sal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Yancheng．Ur- 

ban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Yancheng sea sal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In retum ，the latter Can also boost the former． 

Keywords：Yancheng；sea salt culture heritage；protection；exploitation；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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