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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云南食盐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两大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初期滇盐的煎

制方法仍然是传统技术的延续$但在进入#'世纪&'年代以后$在煎制方法上出现了&移卤就煤'工程的伟大技术革

新( 而滇盐在改善盐质方面最大的成就无疑是食盐加碘工作的推行)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变化$表现在随着&丁份

制'下灶户越添越多$丁份额却越分越少( 与此相反$生产成本和盐价却越来越高( &丁份制'的弊端重重使得推行

&公司制'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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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作为井盐!产地重镇之一的云

南"虽然在生产技术方面还落后于四川"但就云南井盐

自身发展而言"云南食盐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扩大"生

产技术也有了极大的改进$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食盐

加碘对人身体重要性的认识在社会各界得到普遍关

注"食盐加碘举措得以迅速普及"盐质的改进取得了突

破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盐业生产中生产关

系方面有了新的变化"即在传统%丁份制&的基础上具

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滇盐传统生产技术的延续与改进

中国制盐方法在精盐工厂建立前后的相当一段时

间内都以土法为主"或晒或煎$民国初期"四川'云南为

锅煎"从打井'汲卤到煎盐"程序较复杂$井盐分花盐和

巴盐两种$ 花盐是待卤水煎至沸腾"用豆浆提清"以文

火熬干成渣"再将此渣加水反复煎三次"即成为白色散

盐( 巴盐不用豆浆提清" 第一次熬干成渣后再放入锅

内"周围以泥糊缝"放水再煎"一直煎成一块盐饼即成$

在云南传统的制盐过程中"大部分为巴盐$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云南井盐的煎制方法仍然

是传统技术的延续$ )中国盐政史*记载+云南%各场制

盐方法"皆在井硐分别?取?"

"用火力煎制"惟?

产量"各区不一"大抵黑井区各井"多?少"磨黑区各

井"少?多"白井区各井"则?相埒$ &

&%'()这里讲的

%&即卤水"%?&即盐矿$ 具体来讲"以卤水为主的盐

井#其煎制过程可以分为两大步骤+ 第一步是钻井取

卤$云南各盐井深浅不一$

"深者二三十丈"浅者仅四五

丈$取卤主要是用竹皮筒从井中汲水"当然亦有个别盐

井其盐卤从井中自动涌出"但为数较少$井水浓者可以

直接煎盐"而井水淡者则必须先浓缩后才能煎盐(第二

步是设锅灶煎盐$云南煎盐所用的锅较小"燃料基本上

以柴木为主$ 由于各井所产卤水的浓度与煎锅的大小

各有差异"故而各井灶煎盐所用的时间长短不一"每锅

成盐的量也不相等$

进入 )#世纪 *#年代" 云南由于滇中盐产区柴薪

枯竭"产不敷销"因而时任盐运使的张冲经过实地考察

后提出了以煤代柴'推广煤煎的新主张"即云南近代食

盐煎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移卤就煤&方案$ 事实

上"%移卤就煤&方案提出前张冲曾设想%移煤就卤&"只

是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当地的几大盐井元永井' 阿陋

井的地势都较一平浪产煤矿地区高" 且中间无高山大

河阻隔"卤水下流较顺利"权衡之下"用管道输送卤水

较运煤更加方便"故此才有%移卤就煤&新方案的提出"

并具)移卤就煤"减轻制盐成本"上裕国课"下利民生"

推广引岸"挽回漏卮"以辟富源而煤永久*一文承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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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其具体办法是$将元永井到一平浪间开一条卤

水沟#使元永井的卤水顺沟流至一平浪$以利用一平浪

的煤进行煮盐%

%&'( 年 ) 月$云南省政府正式委任张冲兼任&黑

井区移卤就煤工程委员会'的督办(后改为)黑井区一

平浪制盐场工程处'*+ &移卤就煤'工程具体措施主要

是!修筑一条从元永井至一平浪全长 !*+, 公里$路面

宽 (米的&-'形釉砖输卤沟$并在元永井新建一口垂

直深度达 .**米的竖井(后命名为安平井*$并在一平

浪建锅盐灶房 ("*间"

% 该工程于 .&(/年全部建成投

产$易名为一平浪制盐场%这无疑是云南盐业史上的创

举$也是生产技术上的巨大革新%

事实上$&移卤就煤'的实施$是针对云南食盐生产

中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这种困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其

成效显而易见%

其一$ 极大的降低了产盐成本% ,中国盐政史-记

载!云南&所用燃料$三区(黑井区.白井区.磨黑区*皆

以柴薪为大宗$成本较高'

0.12)

%可见$云南食盐生产成本

之所以比四川高出很多$ 与煎盐燃料主要以柴薪为主

有重要关系% 正如张冲所言$&昔日在各井煎盐$每 %**

斤需薪本 3*元$若移卤就煤就只需 "角'

#

% 依张冲之

言$ 每煮 %**斤盐用柴作为燃料与用煤作为燃料二者

成本之间相差竞达 ,*倍% 当然$张冲之言肯定有夸大

成分$但如果考虑到燃料的运输路程等客观因素(随着

柴木砍伐的推进$ 盐井周围在开发后期往往已成为光

秃秃的山$要获得柴木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砍伐$故而

柴薪的运距只能是越来越远*$事实上$以煤煎盐与以

柴薪煎盐相比$以淡卤论当可节减 2*4$以咸卤论则降

低 .*倍当不为过%

其二$以煤煎盐$提高了卤水的利用率% 因为其不

论卤水含量如何$均可煎制$不致于废弃淡卤% 而以柴

煎盐因考虑到燃料成本高之故$往往不会煎煮淡卤%

其三$改用煤煎$可以大大减轻对森林的砍伐$只

要着力培植保护$ 数十年后将可使荒山回愎至原来茂

密的森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大为减轻%从这个层面

上讲以煤代薪更为环保%

其四$产量增加.成本减轻$无疑可以推广引岸$对

外更可拒止外私%不可否认$生产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051

%

不可否认$面对云南食盐生产供不应求.运价贵的

现状$其有效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新

开盐井.盐场来增加食盐生产总量/二是通过修路来便

利运输$减少运费/三是通过燃料的替代来降低成本%

此三者$新开盐井受客观因素影响极大$修路之举便于

销售$但不能从根本上降低生产成本% 一平浪&移卤就

煤'的实施$既实现了燃料方面的更替$因地制宜又减

了燃料运输这一环节$其成效自然显著% 换言之$进行

燃料的改进和替代$既是当时十分有效之举措$又顺应

了近代世界能源革新的时代主潮流%就云南而言$则预

示着新旧能源更替时代的到来%

二!盐质的改进

中国盐产量$&以海盐产量最多$池盐次之$井盐岩

盐又次之'

0.1,"

% 就井盐而言$以四川为首$云南则次之%

川滇两省虽同为井盐$但在盐的总产量.生产技术.生

产成本.煎盐燃料.盐质.盐价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

异%就总产量而言$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四川平均

产盐 /67!26*** 市担(其中$川南产区 ,6/.26*** 市担$

川北产区 .6/.*6***市担*$ 而云南这五年间平均产盐

仅为 "2&6*** 市担 0.1!*2 附录一
$ 只相当于川盐总产量的

&+!28左右% 就生产技术而言$四川盐区的凿井技术及

所用的工具放在同时期的世界都是较为先进的% 而云

南则较为落后% 就生产成本而言$ 四川由于井深规模

大.燃料就近就地解决$生产成本自然较滇盐低% 就燃

料而言$四川盐产区多有天然气$既方便又相对环保$

相比云南以柴薪为主其成本更低.煎制方法更为先进%

就盐质而言$虽同为井盐$但川盐色白味佳$而滇盐在

色.味两方面都较川盐为差% 就盐价而言$川盐由于产

量大.成本低而价廉物美$滇盐由于产量少.成本高而

价格昂贵%因此$在盐质方面$滇盐远不及川盐$这也是

历史上&川盐销滇'成为定制$川滇盐间&引岸之争'云

南无法以正常途径抢占川盐在滇黔销区的重要原因%

但可喜的是$ 随着滇盐生产的发展和云南经济社

会的进步$滇盐在盐质上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高$食盐

加碘是最为突出的表现%云南由于地处高原$自然环境

中缺乏碘元素$ 故而群众因缺碘造成的地方性甲状腺

肿的发病率较高$因而食盐加碘工作的实施$无疑与民

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就当时云南的具体情况而言$从盐的色.味$特别

是从含氯化钠比例着手改善盐质较为困难%我们知道$

盐质有其一定的标准% 历史上$云南锅盐和筒盐以干.

坚.洁白.味咸不带苦涩者为上品$但是却忽视了一个

重要因素$ 即不知道影响盐质好坏的主要原因是氯化

钠和杂质含量的多寡% 民国时期的盐法规定!&食盐以

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氯化钠者为一等盐$ 含有百分

之八十五以上之氯化钠者为二等盐$ 氯化钠未含百分

之八十五者$不得用作食盐%'

0.1!2/ 附录三乔后.白井以岩盐

和天然卤水为其制盐原料$ 由于原料中只含少量的可

溶性杂质$故而制成的盐含氯化钠高达 &,4以上$但是

为了生产后便于存放.运输$遂加工成坚硬筒盐$并在

下锅卤水中混以沉淀的杂质泥粒$ 因而所成盐含氯化

..



!"#$年 %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钠只有 %&'左右#俗称$青盐白饭%& 可见#按$盐法%规

定来看# 乔后' 白井所产之盐无疑达到了一等盐的标

准#但产后经过再次加工后无疑变成了一种劣质筒盐#

如按$盐法%规定已达不到作为食用盐的标准&

民国 $( 年!$()& 年"间#云南盐运使署先后将当

时全省范围内的 !&余大小井场的盐样送财政部盐务

署化验#化验结果中显示#虽然滇西'滇南各盐场所产

食盐含氯化钠均在 (&'上下#即介于$盐法%规定的一'

二等之间&但是滇中区却较低#仅为 *)+(!(%%+,*'#而

当时给云南制定的食盐含氯化钠标准也仅为 %-'

.)/(#

#

这相比于其他省份而言是相当低的& 即使按食盐含氯

化钠最低标准 %-'来衡量# 滇中区部分盐场所产食盐

仍然达不到食用盐的标准&

在盐质含氯化钠标准难以完全保证的同时# 民众

身体缺碘也很普遍#尤其以山区最为突出&而防治这种

因缺碘而易得的甲状腺肿病的有效' 便利的方法就是

食盐加碘&由于当时云南生产食盐品种主要为锅盐'筒

盐#因煎制工艺各有不同#故而需要按照不同的盐种和

工艺制定不同的加碘方法.-/

& 然而#由于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碘的来源困难#因此#食盐加碘时加时停是普遍现

象&换言之#各井场并没有将食盐加碘作为必须做的重

要工作认真执行# 以致生产出的成品盐含碘量相差较

大#分布极不均匀& 不同井场所加碘量不同#即使是同

一井场# 不同时期生产的成品盐加碘量也有差别& 此

外#由于加碘食盐如果在储存'运输过程中处理不当#

碘质就易于挥发#因而食盐加碘在云南虽推广多年#但

却收效甚微&

相比较而言#通过食盐加碘改善盐质比起提高氯化

钠的含量容易得多& 对于食盐的加碘工作而言#其在技

术上连灶户自己也认为轻而易举# 如琅井灶户杨庆余在

请求豁免罚灶报告中说)$窃查食盐加碘关系人民健康甚

钜#即在灶户本身而论#籍此可以提高盐质畅销无阻#以

工作论不过举手之劳#以时间论不过十分钟%

.0/--#

& 但为

什么灶户不能始终如一的认真执行食盐加碘之令呢*

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各井场对加碘工作大多不够重视# 执行不

力#加之灶户多怕加碘麻烦#这是灶户不愿认真执行的

关键原因所在&由于各场食盐加碘工作#自经派员指导

实行后#即交由各场查产员兼办#最后更是交由保健员

兼办#故而其对灶户的督导加碘工作不能全力以赴&换

言之#没有设立专门的督导加碘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

灶户分散#加碘时间大多同时进行#即使是兼职的督导

员#各井场也数量有限#这无疑为灶户不愿执行加碘令

提供了操作的空间&

第二# 灶户与灶工对食盐加碘重要性认识上的欠

缺#是造成执行不力的又一重要因素&各灶户一般认为

食盐加碘与自己切身无利害关系# 因而加碘方法虽然

较为简单#但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因此#

只要督责不严之时#即不予加碘&

第三#药品的运输和分发困难#药品来源不能正常

保障#时断时续& 加之碘化钾为贵重药品#容易发生偷

漏现象#然碳酸钠为碱可用于洗衣等用#如滇中场曾多

次发现所发配的食盐加碘溶液# 被各灶户领回灶房后

不按照规定加入盐内#而是以其做洗衣之用&

不难看出#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食盐加碘工作在

云南社会各界受到了普遍关注#但是#食盐加碘工作尚

处于起步阶段# 民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

加强& 换言之#食盐加碘办法不能彻底有效推行#实为

民众素质不高'认识落后之故#即食盐加碘对人身体健

康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全社会一致的统一认识& 作为

督导食盐加碘的工作人员#其责任感不强+作为食盐加

碘的实际操作者灶户而言#多有畏繁心态#加之贪图小

利#故而推行实为难事.*/

&

有一点必须指出# 虽然云南食盐加碘工作比起全

国大多数省份而言起步较晚# 推行初期效果不佳#但

是# 于云南食盐生产和民众身体健康而言# 其意义重

大) 政府和民众已开始意识到了食盐加碘对人身体的

重要性#政府已开始大力推广食盐加碘工作#各井场也

开始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食盐加碘这一环节& 虽然当

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井执行不一'前后执行不一#总

体效果不好# 但却为后来进一步全面实行食盐加碘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食盐加碘无疑是生产技术的改进成

果#其对盐质改进方面意义重大&

三!滇盐井场中生产关系的变化

历史上云南在盐卤分配上实行的是 $丁份制度%#

由于灶户领盐份额有限# 这一制度在后来的实行过程

中容易造成炉户在生产中积极性受挫# 具体表现在大

多在生产过程中懒散堕落#甚至不事经营生产#从而致

使产量锐减#盐井总产量短绌现象频频出现&而这一制

度一直延续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并严重阻碍了对盐

政的进一步改革&当然#$丁份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

在#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小生产者较为分散的利益#但后

期对于盐业整体发展来说却是不利的&可以说#改革丁

份制的阻力主要是基于小生产者的广泛存在&但是#随

着一些大的商人'组织及团体的发展壮大#$公司制%得

到了发展& 而$公司制%下盐业生产中具有资本主义性

质的雇佣劳动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是我们需要

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一"灶户'$丁份制%及其改革

按丁添灶# 按灶设人#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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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份制"# 云南封建灶户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 历史

上$在产盐地区开办井场$大都由私人或地方集资开凿

盐井$成功之后$则即按照出资多寡$分配矿%卤份额#

这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 如滇西区的诺邓井

开辟后即按出资多少分配盐卤份额#领到相应份额后$

由出资者煎盐交公$ 并颁发制盐执照以昭示其产盐的

合法性#先期的出资者变成了后来盐业生产中的灶户#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井灶户们子孙繁衍日益增多$遂按

支分丁$各灶户子孙也就按丁添灶$按灶设人# 这样下

来$灶户是越添越多$但由于总份额固定$丁份额却越

分越少$矿卤越领越少$相反$生产过程中的耗费却越

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致使煎盐量越来越低$盐价越

来越高#无疑!丁份制"愈往后发展$其对盐业生产的进

一步发展阻碍作用就愈大#

云南矿%卤份额的称谓各场并不相同$滇中黑井%

元井%阿陋井称其为!丁份"$琅井称其为!股份"&滇西

称其为!石"$乔后%拉鸡'也称喇鸡(%云龙井称其为

!灶"&滇南磨黑%石膏%益香称其为!份担"$按板%香盐

称其为!矿'卤(班"等$%&'!(

# 称呼虽有差异$但以!丁份"

较为通用#而享有丁份制盐权的户主则称其为!灶户"#

一般来说$丁份是灶户子孙相继的产业$可以转卖%赠

与%典当或出租$即拥有所有权# 无疑!丁份制"是井场

生产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封建灶户煎盐制度$ 其管理

工作不外乎是分配矿%卤$核发制盐薪本%耗费及计卤

较煎%派人查灶等项而已#

由于云南各井场矿%卤的含盐成分高低不等$并且

经常有变化$故而为核实灶户领取的矿%卤份额是否与

上交额相符$特制定了!计卤较煎"办法$即按月%季由

场署会同灶户代表$取样试煎$以便确定矿%卤成盐比

例$并设有查灶人员$负责登记当天成盐数及存灶数#

不难看出$实施!计卤较煎"办法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灶

户私煎%私卖或煎多报少的情况# 办法虽好$然而由于

盐务监管不严$盐政弊端重重$故而这一办法难以严格

实施$形同虚设#

民国 )*年''+,'年('*月$盐运使张冲相继出巡

滇中%滇南$遍访各井场盐务情况$深感盐务管理中已

危机重重$从而拟定)改组各井灶户方案*$期望改组后

的灶户$能够承担起增加生产及减轻成本的责任#张冲

改革灶户方案的原则为矿卤国有% 官督商销% 就井专

卖# 其过渡措施中有两点最为关键+ 一是取消 !丁份

制"$实行矿卤国有'而私有产权是丁份制的核心(&二

是招收较有实力的商人和灶户 '即原有灶户只吸纳有

经济实力者($组成制盐团体#换而言之$就是由此前的

单一灶户生产改为灶户% 公司两种生产经营办法# 当

然$这里的!灶户"已非此前丁份制下大大小小的所有

灶户$而是其中一部分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灶户#更为重

要的是$公司制的推行$开启了盐业生产的集团化%规

模化%制度化开端# 但由于商灶只重私人权利$不重视

公司利益$更忽视对公家应尽的义务$故而在公司包办

期间大都亏课严重$从而大大阻碍了!公司制"的有效

推行# 故而 !灶户"%!丁份制" 亦因此而一直延续至

'+-.年才得以彻底废除#

'二(!丁份制"的弊端与!公司制"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云南盐法$ 基本上是在清代盐法的基

础上而进行增减# 虽同为井盐$但由于在生产领域内的

直接生产者多为灶户$且配额有限$故而与四川相比$煎

盐规模偏小$生产较为零散# 而大量小生产者的广泛存

在$致使云南食盐生产弊端重重+一方面$灶户为求最大

利润$掺假情况时有发生$从而盐质难以保障&另一方

面$小生产者为谋求额外利益$私煎现象较为普遍$致使

私盐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食盐的正常运销体制#

对于!丁份制"下灶户生产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张

冲在)云南盐政改革方案*中归纳更为具体+其一$勾串

管理矿%卤员役$私放矿%卤&或盗取矿%卤$以图煎制私

盐&其二$勾串查灶员役$煎多报少$或暗藏盐产$以图

私售&其三$勾串场官%盐商$或勾结缉私营队$暗将私

煎%私藏的盐$偷税销售&其四$故意怠煎$使产量减少$

供不应求$以期抬价私售&其五$放弃职责$视井硐坍塌

于不顾$致使产量日减$盐价上涨# 从张冲归纳的五大

弊端来看$弊端一是破坏了!丁份制"'或!股份制"(按

出资多少分配矿%卤的公正%公平性$弊端二%三为私盐

的产生和销售提供了空间$弊端四%五则人为造成了盐

价的上涨#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弊端$故而张冲认为实现

!公司制"已迫在眉睫#

!公司制"的办法是责成场长督饬所属灶户$组织

制盐公司$承办该井场务$按照!包课包额"%!自煎自

卖"两原则办理# 在!公司制"下$井场工人取代了此前

的众多灶户而成为了食盐生产者主体# 但!公司制"下

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井场工人'主要是采矿%汲卤%

制盐等工人(多来自井场附近的农村$具有!半工半农"

性质$因此$很难保证全年生产工作的正常进行# 故而

许多井场在当地农忙季节多因盐工减少而大量减产#

因此$民国时期云南在实行!公司制"生产的井场中$季

节性的盐工数量减少和季节性暴雨山洪冲灌井场成为

当时影响盐业生产总量的两大重要因素#

!公司制"的推行不仅仅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

者主体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公司制"下与!丁份制"下

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公司制"之

下的井场生产$ 其实质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式的生产

方式#因此$随着灶户团体的先后出现及制盐公司的相

赵小平+民国时期云南盐业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关系演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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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立#雇工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增长$以 $&'!年 $!月

底全国盐工总数来看# 当时云南的盐工已达 ("")人#

其中元永井区最多# 为 $!&(人$ 而直接盐工为 **))

人#占总数的 (&+',#间接盐工为 #''- 人#占总数的

!-+),

!

$上述数据尚不包括临时雇佣的盐工#而云南盐

工由于%亦工亦农&的特性#故而临时雇佣的盐工肯定

不在少数$%公司制&的发展#无疑使资本主义性质的雇

佣劳动关系在许多盐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云南制盐井场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即

外省盐工问题$基于一些盐井对技术要求较高#本地居

民不能胜任#因而雇佣外省员工现象经常发生$如滇中

盐产区的元永井区#由于地势特殊#多为高山#并且矿'

卤兼产#所开盐硐!即盐矿洞"深度均在百余丈之多#因

此#所招开硐及采矿工人#必须是有一定相关技术和经

验之人# 即非已练习采矿技术之人不能工作#%而本地

居民#既无此项技术#又不耐井硐劳动#所以大都雇自

四川会理一带&

.'/(&

$ 四川制盐技术较云南高#所开凿的

盐井大多比云南深#生产规模大#当地盐工身怀技术者

颇多#故而云南就近雇四川盐工开采滇盐#当不失为弥

补本地技术性盐工短缺' 盐工总体数量不足的有效办

法$这无疑拓宽了雇工的空间地域性#同时是雇佣关系

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注释!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云#$盐之来源%或出于海%或出

于池%或出于井%或出于山&&凿井取%煎炼成盐%谓之井

盐' &&中国盐井%聚于川滇二省%多在山脉绵亘川流环曲之

处' 此外仅甘肃之漳县(西和二处有之' 山西之解池%以堤岸

失修%池水涸淡%改为穿井汲' 其余各区%概无盐井)' 商务

印书馆%!""#年 $月版%第 $"页(%&页'

#如元永井(乔后井(磨黑井(按板井(香盐井(益香井(

石膏井%都是卤?兼产之井' 因此%这七处既是云南的井盐生

产地%也是云南著名的岩盐产区'

$如黑井(阿陋井(白井(喇鸡井*还有称$拉鸡井)+(云

龙井%都是单纯产卤水煎盐'

%云南盐井有直井*或称竖井%如诺邓井+%也有斜井*如

黑盐井区斜井较多+' 直井以竹皮筒从井中汲水取卤%斜井多

采用人背木桶方法取卤'

&云南一平浪盐矿档案室一卷宗!关于张冲对$移卤就

煤)工程的设计(意见及省政府的批复(电话(架设(运输(石

工价格% 移灶设计等文件"*'"((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永久卷+'

'参见温礼敬整理#!云南一平浪盐矿史稿,移卤就煤

篇"%!"*%年 %月晒蓝本' 存于云南一平浪盐矿档案室'

(云南一平浪盐矿档案是一卷宗!关于张冲对$移卤就

煤)工程的设计(意见及省政府的批复(电话(架设(运输(石

工价格% 移灶设计等文件"*+"((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永久卷+'

!资源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卷

号 %.%*民国+('年度全国盐工数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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