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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县北暮场场部，在县城东南二十八公里处的福成公社西村大队境内。全

场干部职二千三百二十七人。早在宋朝以前，合浦已经产盐。据《合浦县志·盐

法》记载：“宋元丰三年（公元一○八○年）诏白石，石康二场，岁煮盐一百五

十万斤给廉州及钦州等处”。可见当时合浦产盐已经不少。

解放前，合浦盐田大部分由地主经营。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土改时，没收地

主的盐田，交由盐工组织互助组进行生产。一九五四年成立榄子根、闸南、石头

埠、竹林四个盐业生产合作社，隶属合浦专区盐务局。一九五八年秋，分别转为

地方国营盐场。一九五九年冬，成立合浦县制盐工业局，下辖榄子根、北暮、竹

林三个盐场。一九七七年秋，撤销合浦县制盐工业局，将北暮、竹林、榄子根三

个盐场合并，成立合浦县北暮盐场（原来的盐场改为分场），先后隶属广西壮族

自治区、钦州地区和合浦县管辖。因场部靠近南康公社南乐大队北。暮村，故名

北暮盐场。一九八○年，北暮盐场场部迁至福成公社西村大队境内（与竹林分场

场部同在一处），仍沿用原名。

该场盐田分布在山口、白沙、闸口、南康、营盘、福成六个公社的沿海地带。

海堤总长七万四千七百四十米，分为三十八个围。盐田总面积二千八百九十公顷，

占全自治区盐田总面积百分之五十八点四二。全场原盐生产能力八万五千吨。

解放后，北暮盐场堵海围垦新盐田八个围共三千二百零九公顷，比解放初增

加两倍，不但增加了经济效益，也解决了一千多人的就业问题。新盐田从一九六

六年至一九八一年共产原盐三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吨。其中竹林分场由国家投

资一千四百一十二万六千元。一九六八年始建，一九七○年投产。该围海堤长九

点七公里，面积一千一百六十七点四公顷，是广西区面积最大的盐场。

另外，北暮、榄子根两个分场，在上级投资较少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围垦盐田七个围，面积一千零四十一点六二公顷。白沙头，全

围九百公顷，除六百公顷新建盐田外，其余三百公顷分别拨给闸口、南康两公社

作农田，既扩大了盐场生产力，又造福于附近农民。到一九八○年止，新盐田产

盐征的盐税，已收回了国家兴建盐场的全部投资。

北暮盐场成立党委会。场部设有政工、财会、生产、经营、供销五个科和一

个盐业科研所，一个盐务所。还有工会、团委、武装部、派出所等组织。下辖北

暮、竹林、榄子根、白沙头四个分场。分场下设十七个工区、三个化工厂、一个

缸片厂、一个综合厂、三个机修车间、一个机械队、两个堵海队、一个基建维修

队和三个气象站。

合浦原始的制盐方法是：在海滩晒沙设漏床泌出咸水，再用铁锅烧火煮制熟

盐。出于成本高，几百年前，就改为筑堤建盐田分级晒水制卤在结晶池晒盐。解

放后，盐业主管部门组织盐工维修崩塌的海堤，并对蒸发池幅浮烂和结构不合理

的盐田进行改造，逐步实现了蒸发池池板硬实、平整、无虫害、无杂草、有落差，

输卤、排淡沟圳畅通，田涉基塍改成不渗水的直线式。过去制盐不排苦卤，原盐

带苦涩味。一九五四年推广了北方盐场的饱和卤冲池，排苦卤等制卤的先进经验；

一九六五年，把卵石底结晶池全部改成陶片结晶池，晒盐时间由过去三天，加快

到当天即可收盐，而且质量也显著提高，原盐无沙、杂质少、味纯，晶莹洁白。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北暮分场化工厂生产机制精盐。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

三个分场又增加了加工粉碎熟盐和日晒细盐，产品逐步实现细粒化、优质化、美

观化、受到人们欢迎。

解放初，平均每公顷盐田保卤容量只有十立方米左右，经过逐年挖、扩卤缸，

现在盐田保卤容量已接近每公顷三百立方米，既增强了抗灾能力，又增加了原盐

产量。晒盐作业解放前全靠人力踩龙骨车扬水，五十年代改用风车扬水，六十年

代又进一步用电力水泵扬水，现在竹林分场使用西津水电，扬水全部电力化。北



暮、榄子根分场利用柴油机发电扬水，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减轻了盐工的

体力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北暮盐场一九八一年产原盐七万四千七百一十五吨，

占全自治区产盐总量百分之五九点九一。比一九四九年产量增加了二十五倍。一

九八一年全场产值达七百零八万四千九百元。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北暮、榄子根等盐场遭受几十年来罕见的台风、海啸

袭击，框围海堤全部冲崩，盐田损失严重。灾后得到政府及时拨款、拨粮，组织

人员抢修，在三个月内全部恢复生产。

北暮盐场有职工子弟小学两所，师生二百六十三人，幼儿园三所，入园幼儿

八十九人，全场有职工医院一所，卫生所两所，共有医务人员三十二人，病床六

十七张。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家属按规定享受劳保。有电影放映队三个，职工可

免费看电影。场部和分场都有电灯照明、电视机和有线广播等设施。一九八一年

末全场共有退休老工人三百五十五人，按月领退休金安度晚年。_

北暮盐场曾于一九七七年荣获全国工业先进单位称号。

（参看航空拍摄北暮盐场鸟瞰图）

在五百米高空拍摄的北暮盐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