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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副市长徐恒菊在海盐文化学术研讨座谈会上的讲话 
来源: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2005-11-29  浏览次数:2339次  

[文章来源：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  于海根] 

各位同志：  

    在这秋风送爽的深秋时节，我们在这里召开盐城市海盐文化学术研讨座谈会，这是我市文化建设

事业中的一件喜事。我谨代表盐城市人民政府热烈祝贺大会成功召开！真诚地向特意从省城赶来祝贺

的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二位领导表示感谢！同时向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同志表示诚挚的问

候！ 

    同志们，一个地区、一座城市高楼大厦少些并不可怕，怕的就是没有文化底蕴，或者找不准

文化之魂。建设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城市，必须立足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保护整理、发扬光大城市

的历史文化。盐城地处淮河下游的“东海之滨”有着富饶的海水资源，在这块“环城皆盐场”的因

“盐”置县的广袤盐区，有着两千多年的产盐历史。聪慧勤奋、自强不息的盐城人“煮海为盐”，更

创造了粗旷朴实、灿烂辉煌的海盐文化。散落在盐阜大地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海盐历史文化遗存，

给我们昭示了一个明确的文化符号，海盐文化就是我们盐城这个地域、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  

    近年来，在新一轮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海盐文化品牌的宣传。市委张

九汉书记、赵鹏市长十分关心海盐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海盐博物馆的申请筹建事项。市海盐文化研究会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及时成立起来的。两年多来，为了配合市委、市政府打造地域文化品牌，提升城

市形象，扩大盐城对外影响等方面，市海盐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了向市民群众宣传展示海

盐历史文化，他们在市博物馆里搞了个《海盐文化苑》陈列展览，两年中先后接待了近4万名观众参

观；为了普及海盐文化知识，大力弘扬“盐城精神”，他们举办了“银宝杯”海盐文化知识电视大奖

赛，在全市各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为了多渠道宣传海盐文化，他们组织了市里的书画家、摄影家走

进海边盐区采风，创作一批咸味十足的书画作品。前几天，他们还刚刚和江苏银宝盐业公司联手举办

了国内知名书画家“大纵湖笔会”，得到市委张九汉书记的充分肯定。今天这个海盐文化学术研讨座

谈会，据我所知，他们已酝酿了好长时间了。从今天的到会同志构诚以及参加学术交流论文可以看

出，盐城不仅海盐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而且关注海盐文化，潜心研究海盐文化的队伍在不断扩

大，这是一支令人欣慰的研究力量。今天这个学术研讨座谈会，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市海盐

文化研究会科研成果的阶段性展示。  

    就今天这个学术研讨会以及今后的海盐文化研究工作，我谈几点看法：  

    一、整合海盐文化资源，合力打造海盐文化品牌  

    海盐文化作为盐城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这已在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形成共识。怎样

打好而且打响这个文化品牌，这就需要市里正在积极申请并筹建中国海盐博物馆市海盐会的同志以及

与会同志大家共同思索这个问题。大丰有个草堰古盐运集散地省级文化保护区，东台也搞了个西溪盐

文化古街恢复规划方案。不管哪家怎么搞，搞得怎么样，都是打的海盐文化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

信息公告 

快速搜索 

最新动向 

中心成功举办“盐文化与文化

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13-5-27] 

中心主任曾凡英教授接受中国

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 [13-3-25] 

2013年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学

术研讨会通知 [13-3-20] 

《盐文化研究论丛》（第六

辑） [13-3-11] 

《盐文化研究论丛》（第六

辑）出版发行 [13-3-11] 

工作简报第79期 [13-1-15] 



题，就是要充分整合好海盐文化资源，变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在盐城市范围内搞海盐文化理论研究

也好，搞海盐文化历史陈列也好，都要团结协作，整合资源，共同打造好海盐文化这张文化名牌。  

    二、发掘整理海盐文化资料，为筹建中国海盐博物馆服务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中国海盐博物馆的申请筹建工作，中国海盐博物馆的建设，

是盐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未来的中国海盐博物馆将建成一个动态与静态展示相结合、历史凝

重和现代开放相衔接、展区与产业相关联、展示与研究相配套的科普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盐

文化理论研究基地以及海盐特色产品服务区和旅游观光胜地。这个立体工程需要大量的基础资料。我

们从事海盐文化历史研究的同志都有一份义务和责任为这个文化大厦服务。大家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

都是中国海盐博物馆的基础资料。我们要继续努力发掘整理、系统研究海盐文化历史资料，不断丰富

中国海盐博物馆馆藏内容，为繁荣盐城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三、从事海盐文化理论研究，坚持“双百”方针  

    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有志于海盐文化研究的以及关注海盐文化的各路精英，有的还是盐

城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我们搞理论研究，要博采众长，兼听各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双百”方针。尤其是搞海盐文化研究的同志更要精诚团结，资源共享。尽可能地把各项研究

成果集中起来同时，我们还要不断扩大研究队伍，不断加大对海盐文化的宣传力度，争取让更多的人

了解海盐文化，关心和支持海盐文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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