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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新路径

王登佐
(盐都区图书馆，江苏盐城224005)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盐城海盐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绵延数千

年的盐城海盐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发展的严峻挑战。建设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盐

城海盐文化遗产与其依存的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维护盐城海盐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

对延续盐城文脉，打造盐城城市文化品牌，为盐城城市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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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盐

城海盐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绵延数千年

的盐城海盐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发展的严峻挑

战。对盐城海盐文化实施生态保护，将盐城海盐

文化遗产与其依存的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维护

海盐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延续盐城文

脉，打造盐城城市文化品牌，为盐城城市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沿海大开发战略中，盐城市的定位是建成

实力较强的江苏沿海特大中心城市、现代的海滨

城市。这一定位，侧重于表现城市的经济实力、城

市的规模，凸显了盐城市在地理上的优越位置。

那么，盐城城市的特色是什么?一个有个性的城

市才是有魅力的城市，而一个有魅力的城市的本

身就是永不衰竭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社会的发

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城市的形

象可能趋同，海盐文化遗产是盐城的宝贵财富，可

以提升城市形象，准确城市定位。把盐城海盐文

化符号融入城市建设，把城市建设的个性特色定

位于海盐文化上，这样才能提高城市品位，提高城

市竞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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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意味着落后，同时也蕴藏着巨大

的增长空间。通过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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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引。

～、设立省级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盐城发展史就是一部海盐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盐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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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位于苏北沿海中心，在北纬

32．850一34．2。和东经119．57。～120．450之间，

沿海北起灌河人海口，南抵东台南坝港，全长582

公里。淮河在其北端人海，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向

暖温带过渡型气候。这一带是不断淤长的泥沙型

海岸，海拔高度一般在0～5米之间。纵横交错的

沟渎、平坦的滩涂、广阔的水域和茂盛的芦苇、茅

草丛林构成基本地貌，是进行海盐生产得天独厚

的地区。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有先民来

此开发，他们以捕鱼、狩猎为生，因海浸又迁徙他

乡。周代，海岸线逐步稳定，便有先民来此搭灶煮

盐。初为淮夷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

汉武帝时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便因盐而

置盐渎县，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改名盐城

县。唐代在盐城专设“盐监”。宋时盐城境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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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9个，朝廷在境内西溪专设盐仓，三代名相晏

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任盐官于此。明代境内盐

场发展到13个，明清随着海岸东移，盐产日广；到

清乾隆时期，淮盐的行销进入了黄金时代，当初的

盐场、盐仓逐渐成为当地的城市、集镇，也是成就

扬州繁华的主要支撑HJ。清末民初，海岸线东

扩，海水渐淡，产量不稳，张骞为发展新兴产业在

这里“废灶兴垦”，开发土地种植棉花，盐城海盐

产业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农业。但海盐产业仍是

当地重要产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根

据地的建设和支持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重要贡

献，盐城至今仍是世界上重要的海盐产地。

几千年来，进行海盐的生产、运销一直是盐

城人民生活的主体，1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浸

透了盐卤，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古海口栈道、

范公堤、桥闸、北极殿、泰山护国禅寺、避潮墩、古

河道、反映海盐生产历史的工具等各种历史文化

遗存无不打上海盐文化的烙印。

(二)政府保护措施得力，民众主动参与保护

盐城市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海盐文化遗产，

2001年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被省政府

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后，2005年省政府又

批准了该保护区规划方案；盐城市现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镇各1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16处，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处，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129处。2008年中国盐城海盐

博物馆的建成开放，连续五届海盐文化节的成功

举办等，海盐文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认同。如今，全国各地来海盐馆参观的人络绎不

绝，交口称赞。盐城市以中国海盐博物馆、海盐历

史文化风貌区、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东台西

溪、富安、安丰等海盐文化保护区、射阳盐垦文化

区等为平台，加强与高等学院、科研机构和盐业企

业的合作，密切与有关部门的联系，积极组织做好

海盐文物、资料的调查、征集工作。进一步深入开

展海盐文化的研究，继续举办海盐文化节、海盐文

化研讨会等相关活动，努力开发范公堤、串场河沿

线海盐历史文化资源，加大宣传、保护、利用力度，

不断丰富海盐文化内涵，打造盐城海盐文化名

片【5 J。由于盐城市各级政府对盐城海盐非遗保

护措施得力，民众主动参与保护，盐城市以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为抓手，带动盐城海盐非遗保护

工作的整体开展，已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盐城

海盐非遗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二、探索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瓤路径

(一)科学规划，整体保护

1．科学制定盐城海盐文化保护实验区规划纲

要

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项新事

物、新课题，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项开拓性工

作，编制出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盐城海盐文化

生态保护规划纲要》是深入推进盐城海盐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确保取得实效的关键。盐城

市政府应高度重视《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通过

政府公开招标，确定具有古建资质和文化遗址保

护规划成功经验的单位，开展《规划纲要》的编制

工作。《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应以《省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编制依据》及《省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文本内容纲要》为指

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法》(2002)，《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2006)，《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保护条列》(2001)为主要法律依据；以《国务院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2005)，《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010)，《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规范》(2005)，国家及文化部“十二五”文

化发展规划，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省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2006)，《江苏省文化厅关于省级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011)，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江苏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为主要文件依

据，参照盐城地方法规、文件。《规划纲要》应以

保护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坚持“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以促进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营造良好

气氛、维护海盐文化生态平衡的整体性为重点。

《规划纲要》的框架结构和条目内容应符合规划

设计要求，详实具体，体现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应

将文字、图片与示意性内容有机结合，用词准确、

规范∞j。《规划纲要》的期限一般为15年，规划

期内可根据要求分为近期、中期、远期。近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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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超过5年，应优先解决当前盐城海盐文化

生态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安排亟待实施的保护

项目。《规划纲要》应纳入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文化发展规划，应与相关

的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土地利用、旅游开发、新农

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

护、文化产业发展等各类专门性规划相衔接。

2．确定核心区域进行整体保护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的精神，根据盐城海盐非遗项目的分布情况和文

化生态环境，划出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传播区域，

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应将串场河沿线盐

城海盐历史文化风貌区、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

东台西溪、富安、安丰等海盐文化保护区、射阳盐

垦文化保护区、灌东盐场、射阳盐场、新滩盐场生

产区等列为核心区域，其余为传播区域。立足于

独特的生态优势和丰富的盐城海盐文化遗产资

源，倡导整体保护的理念。通过深入调查区域内

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按照整体保护和科学发

展的原则，确立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并重的思路，

注重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田地、湖海、滩涂及其生

态环境，保护村落的居住环境，保护社区的文化记

忆，保持族群的发展基础和动力，保护地域文化的

全部内容，保护人类及其环境的所有有价值的信

息，实现自然与文化、“静态”与“动态”，物质与非

物质、历史与当代的整体保护。通过盐城海盐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构建，体现农村社区及当地民

众所拥有的多样的生存智慧，展示人类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活方式，突出鲜明的海盐文化特色，所

涉及内容不仅包括当地文物古迹、民居建筑、文物

文献、民俗风情、传统技艺、乡土知识等，还包括海

盐文化赖以孕育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

3．核心区域实施原状保护

通过明确和坚持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的使命、宗旨、功能、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充分体

现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和当地文化

繁荣、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社会进步和公众生活

水乎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追寻历史、陶冶情操、

融人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景观，有效保护传

承当地文化与自然遗产和优良乡风文明，改善生

产生活的环境氛围和景观品质，从而使盐城海盐

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肥沃的生活土壤之中，而得以

生机勃勃地发展与延续，满足于今天和未来的需

要。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把海盐

文化保留在文化的原生地，从而表现盐城海盐文

化遗产的真正文化含义，折射出人类和自然之间

的内在联系和良好互动关系。

4．核心区域实施动态保护

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是展示海盐

文化魅力的窗口。它展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

的珍贵文化财富以及它们的现状，成为不同文化

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重要渠道。鉴于盐城

海盐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仍然

在继续发展和不断变化，它向人们展示的是当地

独特的人文活动、鲜活的生产和动态生活，以及与

之相关的自然环境、山水风光、生产劳动、建筑风

格、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当地整体特色，进

而吸引人们走人其中，观赏、体验，参与当地文化

生活。以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契

机，发展当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并提升盐城的

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以此带动其他方面的经济

社会活动。

《二)加强保护区内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

1．加强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

要根据各级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特别是国家级和省级名录项目的不同类别特

点，因地制宜、因类制宜地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加

以保护、保存。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要注重传

统剧(节)目及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及时抢救、记

录、保存老艺人及其代表剧(节)目；对传统技艺

类项目，要注重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传承及原材

料保护，征集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鼓励探索生产

性方式保护；对民俗类项目，要注重在相关乡镇、

社区的宣传、教育和民俗活动的开展，促使群体传

承。对濒危的项目，要优先抢救保护，要建立盐城

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

2．加强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

护

要对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各级盐

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进行认定和命名，为其开展传习活动提供必要的

场所，资助其授徒传艺、教学、交流等活动，对高龄

和无固定经济来源的代表性传承人，可发放一定

的生活补贴；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

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等

方式，鼓励其学习、掌握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后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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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

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至少建设一个综合

性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多个盐城海

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馆，每个国家级和省级盐

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都要设立传习

所。鼓励个人、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建设多种

形式的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示馆和传

习所。要注重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

资料和传承人代表性作品的征集，并进行科学的

展示陈列，充分发挥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基

础设施在保护、保存、传承、展示和宣传盐城海盐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作用。

4．加强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

要整合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文

化、教育等多种资源，将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纳人当地教育体系，积极推进盐城海盐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通过组织代

表性传承人开展授课辅导活动，编发盐城海盐非

物质文化遗产辅导读本，在中小学开设盐城海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选修课程，在职业学校和高

等院校设立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等

方式，使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培养新的传承群体，探索多样化传承方式。

5．建立盐城海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数据库

盐城海盐非遗资源数据库工作必须在省、市、

县(区)政府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下进行，作为

文献收藏的有关单位，如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

方志办、博物馆、档案馆等均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

已有的基础，发掘自身的潜力和优势，分别去承担

有关方面的盐城海盐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

加工与建库等工作，在分工进行的基础上，统一组

织管理，统一软件联网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切忌互相封锁。自成体系的重复劳动，不仅给地

方财力、资源造成浪费，更会给盐城海盐非遗资源

数据库建设带来危害。盐城海盐非遗处于一种活

态的文化环境中，它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场所(文

化空间)密切相关，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自身难以

长期保存的挣陛。盐城图书馆服务网络拥有专门

人才、较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在资料抢救工作和后

续的资料整理、数字化、保存、保护等方面具有自

身优势，应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开发盐城海盐非遗

资源数据库，利用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平台，服

务新农村，服务新农民。

(三)完善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

设工作机制

1．强化政府行为，构建保护网络

(1)构建市、县、镇、村四级保护网络。一项

工作成功与否与政府态度密切相关，盐城海盐文

化生态保护工作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把海盐文

化生态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

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人体制改革，纳人各

级领导责任制，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把海盐文化生

态保护的责任进一步具体化¨J。积极构建盐城

市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委员会——县(区)海

盐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委员会——镇(街道)海盐

文化生态保护领导小组——村(居)海盐文化生

态保护小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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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突出社会公众

的文化主体地位。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激发

民间力量参与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要切实把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摆在盐城海盐文化

生态保护工作首要位置，体现盐城海盐文化生态

保护工作的公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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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民间力量保

护海盐文化遗产。加强群防群治，营造盐城海盐

文化生态保护人人有责，盐城海盐文化保护成果

人人共享的社会环境，实现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

护领域民有、民治、民享。突出社会公众的文化主

体地位。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保护盐城海盐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衡量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社

会公众的意愿，鼓励和支持他们积极参与盐城海

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和民俗节庆活动，调

动他们共同参与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

设的主动性。

(3)齐抓共管，共同做好保护工作。盐城海

盐文化生态保护涉及面广，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

职，齐心协力做好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文化

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海盐文化生态保护的主导职

责，落实海盐文化生态保护的各项政策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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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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海盐文化生态保护时应依法征得

文物部门的同意；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要加强

海盐文化生态安全的综合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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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盐文化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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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

文化生态保护的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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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改变海盐文化生态保护的社会环境和海盐文化

遗产自身的生存环境。

(4)建立专家咨询制度。要成立盐城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专家咨询机构，吸引国内外海

盐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专家的

工作指导、咨询、参谋作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理

论研究，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

2。建立盐城海盐文化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盐城海盐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对盐城海

盐文化生态保护区因保护而付出或牺牲的经济利

益，进行有效补偿，这是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盐城海盐文化生态补偿

机制包括：第一，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由各级政府设立国家和省级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

护补偿专项基金，并动员社会捐助，建立民间保护

基金。第二，彻底转变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

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盐城海盐文化生

态保护区内所在地政府单纯以GDP为主的经济

考核指标，增加对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及其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考核指标等。倘若能

够真正建立起有法可依的盐城海盐文化生态补偿

机制，这对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与建

设，将是一个永恒的物质保障。它必将促进盐城

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与建设步人良陛健康的

发展轨道加大资金投入。要将盐城海盐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设作为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内容，加大资金投入，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要积极引导和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

对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予以资助，

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投入。

3．加强执法力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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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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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大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力度

(1)加大理论研究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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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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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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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人才培养制度。要紧紧围绕盐城海

盐文化生态保护的需求，落实培训人才队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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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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

护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J。根据盐城海盐

文化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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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四级海盐文化生态保

护网络专兼职人员培训，建立一支较为稳定多学

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使盐城海盐文化生态研究

向纵深推进，让海盐文化成为盐城一张亮丽的

名片。

5．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盐城海盐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设要坚持舆论先行，重在引导、全面发

动、大造声势，开展全方位、高密度、立体式、大容

量的宣传教育，将宣传的触角延伸到保护区的每

个角落，形成人人关注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设、个个为之出力的良好局面。要在媒体开设

专栏，做到报刊上有文字，广播里有声音，电视上

有图像，网络上有宣传，营造浓烈的氛围。利用学

校、社区、企业等的宣传板报、画廊、橱窗进行宣

传，在交通要道、大街小巷悬挂标语横幅，带领志

愿者利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在广场、居

民小区设点宣传，做到宣传氛围随处可见，形成人

人关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浓烈氛围，增强

人们自觉参与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的意识。

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涉及面广，要稳步推进，有关职能部门要

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做好盐城海盐文化生态保护

工作。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盐城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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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on the New Path of Yancheng Sea Salt Cultu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perimental Area Construction

WANG Deng—ZUO

(Yandu Library，Yaneheng Jiangsu 224005，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Yaneheng sea salt culture eeolog．

ical environment changed sharply．For thousands of years，Yancheng sea salt cultural heritage faeed with the severe ehaUenge of

inheritance development．Constructing Yancheng sea salt cultu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perimental area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heritage of seal salt culture and the whole environment protection．It will benefit the maintaining integrity of Yancheng sea salt

culture and the entire balance the ecosystem．It will also do good to extend Yaneheng civilization，make yancheng culture brand，

and provide a powerful force tO the city development of Yaneheng．

Keywords：Yancheng sea salt culture；ecological protection；new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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