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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探究

王登佐
（盐都区图书馆，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５）

摘要：海洋强国战略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
发对延续盐城文脉，打造盐城文化品牌，为盐城城市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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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强国战略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
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因此，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
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
得新成就［１］ 。 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对延续盐
城文脉，打造盐城文化品牌，提升城市竞争力，增
强城市魅力，为盐城城市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一、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的战略意义

（一）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加强盐城海洋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华

民族文化宝库。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
一，是整个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盐城海洋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一，要认真研究盐
城海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研究盐城海洋文化的
特点和内涵，研究盐城海洋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
化，研究盐城海洋文化的表现和各种类型，研究盐
城海洋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从而扩大盐城海洋文
化影响，继承和弘扬盐城海洋文化，丰富文化宝
库，使盐城海洋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奇光异彩。

（二）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
海洋意识就是：海洋是什么，海洋的重要性，

如何控制、开发、利用海洋等一系列系统的和科学
的知识、思想和观念。 开发利用海洋的程度决定
着国家兴衰，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充分展示盐

城海洋文化，本身就是盐城海洋文化的一个宣传
和普及教育的过程。 让公民更多地了解盐城海洋
的地理历史，接受盐城海洋文化的熏陶和海洋知
识的教育，从而改变民众重陆轻海的传统国土观，
树立全新的海洋观念，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形成全
社会关注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的良好氛
围［２］ 。

（三）有利于盐城海洋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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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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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瀚的黄海，广袤的滩涂和海洋文化遗产
是盐城的宝贵财富，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合理进行
城市定位。 加强盐城海洋文化城市品牌策划、宣
传和推介，让世界更多了解盐城，让盐城走向世
界［３］ 。 在经济全球化大格局中积聚资源和能量，
寻求动力和空间，提升盐城城市实力和竞争力，有
利于盐城海洋强市建设。

（四）为生态盐城建设添砖加瓦
喝污水，吸不新鲜空气，吃不安全食品，是对

现代化的极大讽刺。 以污染环境和过度消耗自然
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没有前途，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由之路。 着力推动生态绿色盐城发展，加快绿
色盐城建设，塑造水绿盐城形象。 下大气力保护
盐城海洋生态环境，关停并转沿海化工企业。 让

第 ２８ 卷 第 １期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１
Ｍａｒ．２０１５



盐城人喝上洁净水，呼吸新鲜空气，吃上安全食
品，为生态盐城建设添砖添瓦。

二、盐城发展史就是一部海洋开发史

（一）盐城演变史
盐城是中国东部沿海开发利用较早的地区之

一。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阜宁施庄镇东园遗址、
东台市溱东镇开庄遗址、阜宁县板湖乡陆庄遗址
等为数众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证明，在五六千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海之滨，淮河两岸，射阳湖畔，
盐阜人民的远祖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劳动、生
息、繁衍，孕育了盐城的远古文明。 战国时期， 先
民们利用近海之利“煮海为盐”。 秦汉时代，境内
“煮海兴利、穿渠通运”，盐铁业相当发达。 汉武
帝元狩四年（前 １１９ 年），因盐置盐渎县。 东晋安
帝义熙七年（４１１ 年），盐渎因“环城皆盐场”而更
名为盐城，盐城成为名副其实的产盐之城。 盐城
因“盐”置县，因“盐”兴城，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
盐城的海盐生产无论是技术，还是产量、质量，在
全国来说都独领风骚。 盐城以海盐文化著称于
世，海盐文化是这座城市文明的根基和灵魂。 北
齐时于盐城设射阳郡，陈时改为盐城郡。 隋大业
末年，江淮农民起义军领袖韦彻据盐城称王立射
州，分为新安、安乐两县。 唐初，废射州（直至清
末，境内未设过州、郡），复置盐城县。 唐朝时期，
盐城曾是长安与海外交往的要津之一，盐城属楚
州，宋朝属河南省。 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建立
大周政权。 明初，盐城属应天府。 清初，先属江南
省，后划归江苏省。 张骞废灶兴垦，又迁来一部分
启海棉农。 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建阜宁县。 乾
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建东台县。 民国期间，境内
先后设江苏省盐城第十行政督察区、盐城行政督
察区，第六行政督察区。 盐城区辖盐城、东台、阜
宁、兴化 ４ 县。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成立盐阜区行政公
署。 辖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淮安、涟水 ７
县和涟灌阜边区办事处。 次年，涟灌阜边区改建
射阳、滨海２县［４］ 。 后几经演变，目前盐城市下辖
东台、大丰 ２ 个县级市和建湖、射阳、阜宁、滨海、
响水 ５ 个县，以及盐都、亭湖、市开发区、城南新区
４个区。

（二）盐城五次沿海大开发
１ ．史前文明时期
５０００ 年以前，也就是中华史前文明时期。 据

考古和调查，从盐城古遗址孢粉、动植物遗存等资

料看，史前时代苏北地区曾经是气候温暖、水网密
布的亚热带地区，盐城先民正是在这样的生态环
境下劳动、生息，创造出灿烂的史前盐城海洋文
化［５］ 。 尽管此时的历史发展链条还比较模糊，还
不够具体，但大体的和合理的脉络应该是“黄河
文明”是沿海包括盐城在内的东夷海岱文明从黄
河下游向中上游的延伸和推进；“长江文明”，是
沿海的百越（粤）包括吴越文明从长江下游向中
上游的延伸和推进［６］ 。

２．距今 ５０００ 年至春秋战国时期
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至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由于海

岸线的几度变迁，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的文化与
北方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与南方的崧泽文化、良渚
文化，在这里交流沟通。 这时先民的开发以渔猎、
农耕为主。 盐城市境内的梨园、东园、陆庄、陈集、
开庄遗址是先民留下的生活遗迹［７］ 。 东台开庄遗
址通过碳 １４ 测定，距今约 ４７００ 年，出土文物带有
江南地区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中期的特征 。

３．春秋战国至清末民初
距今 ３０００ 年左右，当江苏沿海海岸线基本稳

定在今天 ２０４ 国道一线时，“煮海为盐”能富国强
民已为争霸夺权的统治者所认识。 枟史记· 货
殖枠中有“东楚（江苏北部商代为徐州，周代属青
州，春秋末到战国初为吴越地盘，后为楚所并）有
海盐之饶”。 枟汉书枠记载着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招
募游民遣送囚犯到江苏沿海一带生产海盐，汉时
吴王濞于此，“煮海铸钱，富可敌国”，带头发动
“七国之乱”。 此后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不管朝代
如何更替，这里一直是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基
地［８］。 跟着滩涂东迁，海盐生产日广，虽有一定
的农耕、渔猎，但都是服从或补充于海盐生产，包
括当地社会其他各项产业、行政管辖和设施发展
都是建立在海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

４．民国初年至上世纪 ８０年代
清末民初，由于海岸线进一步东移，卤水日

淡，生产逐年下降。 清末状元张謇等在盐城沿海
滩涂上开展废灶兴垦运动，开发土地种植棉花。
当地海盐产业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农业，但是海
盐产业仍是当地重要产业［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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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上世纪 ９０年代至今
１９９８ 年大丰港开工建设，２００６ 年大丰港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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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码头建成启用，盐城市宣布正式实施沿海开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国务院公布实施枟江苏沿海地区发
展规划枠，盐城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按此
规划，盐城将建成一个特大型沿海城市和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新型工业基地、重要的农副产品和能
源供应储备基地、国家级湿地生态旅游基地。 ３
年之间，６条一级公路从盐城市区和 ５ 座县城直
通海边，国家一类海港、空港口岸相继开通。 ５ 座
海滨港城规划建设迅速展开。 总投资数十亿元、
上百亿元的大项目，国内一流的风力发电装备、海
洋、汽车、旅游企业，陆续涌向黄海岸边［１０］ 。 盐城
人沿海开发的实践，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主动
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抢到了发展先机，为中
国沿海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三）盐城海洋文化的形成与走向
１．盐城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盐城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盐城发展

史就是一部海洋开发史。 中华文明带有盐城海洋
文化明显烙印，盐城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
基因之一。 据考古和调查，从盐城古遗址孢粉、动
植物遗存等资料看，史前时代苏北地区曾经是气
候温暖、水网密布的亚热带地区，盐城先民正是在
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劳动、生息，创造出灿烂的史前
盐城海洋文化。 尽管此时的历史发展链条还比较
模糊，还不够具体，但合理的脉络应该是“黄河文
明”是沿海包括盐城在内的东夷海岱文明从黄河
下游向中上游的延伸和推进。 盐城海洋文化始于
中华史前文明，随着盐城海洋五次大开发而发展。

２．盐城海洋文化的存在形式和内涵
盐城海洋文化是世世代代在沿海生活的盐城

人认识、开发、利用海洋，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
中产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人们的认识、
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
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
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 盐
城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
具有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
创意识。 盐城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
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盐城海洋文化包括盐城海
洋盐业文化、盐城海洋旅游文化、盐城海洋名人文
化、盐城海洋渔业文化、盐城海洋文化艺术、盐城
海洋民俗文化、盐城海洋交通文化、 盐城海洋神话
传说、盐城海洋饮食文化、盐城海上移民文化等。

３．亮出盐城城市个性并提出城市精神
随着时代的前进，城市化的进程，文化交流的

频繁，城市形象逐步走向趋同。 城市个性是城市
的灵魂，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
要支撑。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品位的城市。 准
确合理的城市形象定位，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可以塑造独特的城
市风格。 因此处理好城市文化与城市个性之间的
关系，让文化建设引领城市形象。 在城市化进程
不断推进的今天，传承和发扬盐城海洋文化对城
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前导性和引领性作用。 一
座缺乏文化个性的城市，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文明城市，一座缺乏文化个性的城市，不可
能成为令人仰慕向往的魅力之都。 在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正逐渐演变成国家主
要城市之间的竞争，而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
在经济上，同时体现在文化的凝聚力和驱动力上，
也就是城市个性上。 盐城海洋文化对盐城城市个
性形成，社会秩序稳定、凝聚民心、激发自信心、创
造力，促进城市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意义重大，
是盐城城市现代化发展重要的持久的推动力量。
盐城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原创性、开拓
性，盐城海洋孕育了盐城蓝色海洋文化、盐城白色
海盐文化、盐城红色铁军文化、盐城绿色湿地文化
四色文化。 在“海洋盐城 开拓创新”城市精神引
领下，盐城必将从海洋走向世界，因海洋而圆盐城
人的梦。

三、对加大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力
度的思考

（一）汲取国内外海洋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世界沿海国家和地区在海洋文化建设进程中

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奋斗积累了许多成功和失败

案例，值得借鉴。 海洋文化蕴含的开放性、交流
性、包容性等实际上就是多元文化的撞击、融合、
互补而成。 深入研究海洋文化，吸收中西方海洋
文化的精髓，借鉴古今中外在发展海洋经济中所
走的路子和采取的模式 ，总结其成功经验， 汲取其
失败教训，为盐城发展海洋经济所用［１１］ 。 使盐城
市在迈向海洋强市的路上少走弯路，快速发展，迎
头赶上。

（二）制定符合本地特色的发展规划
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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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长期的开拓性工作，编制枟盐城海洋文化建
设规划枠，是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的先导［１２］ 。
盐城市政府要高度重视枟海洋规划枠的编制工作，
充分听取专家、民间等多方意见，枟海洋规划枠编
制工作，应以枟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枠
和枟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枠为指导，以枟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枠，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枠，枟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
毗连区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枠、枟中华人
民共和国测绘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枠、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枠等法律法规
为主要依据。 参照江苏及盐城地方法规、文件。
枟海洋规划枠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有利于盐城海洋文化保护
开发。 注意细化分解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做到
总体规划，系统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提高盐
城海洋文化建设的科学化 、规范化水平。 在工作
中，要注重过程管理，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
实，同时要创新方式方法， 提高盐城海洋文化建设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确保稳步推进。 盐城市政府
要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分工，完善工作机制，
落实工作责任，组织规划的实施，确保盐城海洋文
化建设健康有序推进［１２］。

（三）加强盐城海洋文化研究，加大人才队伍
培养力度

盐城海洋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各级政
府大力支持，提供充足的资金，聘请国内外专家、
学者、教授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盐城海
洋文化资源。 加强对海洋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
视物质和非物质盐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认真研
究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问题等。 大力培养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的管
理人才，理论研究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等复合型人
才，为盐城海洋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证。 根据盐城海洋文化建设工作实际定岗定编，
大力引进懂文化经营管理，具有战略思维和资源
整合的复合型人才，熟悉国际惯例和规则，可以从
事国际文化和交流的外向型人才，促使盐城海洋
文化保护开发向纵深推进。

（四）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盐城市各级政府要将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
长，并根据当地海洋文化保护开发工作需要，加大
经费投入力度，保障重点海洋文化保护开发经费
投入。 制定出台鼓励和支持盐城海洋文化遗产保
护的优惠经济政策，进一步探索建立盐城海洋文
化遗产保护基金及管理制度，以减税免税，授予荣
誉等，运用投资控股、金融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
手段，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盐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
开发。 我国政府陆续制定有关用于调控的诸如税
收、信贷政策，激励与引导个人、团体向公益事业
进行捐助。 开征遗产税和赠与促进慈善捐赠等法
律也正在积极酝酿，这些法规和措施提高了社会
力量参与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的积极性。

（五）促进盐城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盐城海岸线绵延 ５８２ 公里，盐城海域 １．８ 万

平方公里，盐城滩涂长达 ４４４ 公里，滩涂面积达到
６８３ 万亩，由于淤涨速度较快，滩涂人口较少，所
以对环境破坏较少。 盐城沿海滩涂珍禽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盐城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很多，该区面对黄海，沿海滩涂，为淤
泥质平原海岸的典型代表。 区内河流众多，沼泽
湿地发育，生物资源丰富，核心区的生态系统基本
处于原始状态。 鸟类有 ３１５ 种，其中属国家一级
保护的 ９种，二级保护的 ３３种。 为全世界最大的
丹顶鹤越冬地，也是国际濒危物种黑嘴鸥的重要
繁殖地。 区内还分布着众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河鹿，数量之多为全国之最。 浩瀚的黄海，广袤的
滩涂，沿海蕴涵发展机遇，孕育美好未来。 近年
来，盐城加快了集水运、公路、铁路、航空为一体，
综合交通网络的建设，为集聚各类要素拓宽了对
外通道，促进了沿海发展。 得天独厚的资源对盐
城文化产业如：滨海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涉海
休闲体育业、涉海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业、涉海对
策研究与新闻业、涉海艺术业等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进行盐城海洋文化开发利用时，要兼顾经济性
和社会性、公益性和功利性，要坚持开发与保护、
利用与建设的统一，实现盐城海洋文化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和开发丰富了盐城文化底

蕴，成为盐城城市发展源泉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有
利于盐城海洋强市建设。 盐城必将从海洋走向世
界，因海洋而圆盐城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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