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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鼓舞着广大

企业家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2021年9月，企业家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地方文化作为滋养企业家精神的丰饶厚土，为
企业家精神的萌生与茁壮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地处三北大地的慈溪，
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历史，其围垦文化、盐业文化与棉业文化不仅奠定了经济发展
的基础，也孕育并涵养了“慈商精神”。千年围垦，慈溪人向海要地，勇气、毅力与
规划兼具，赋予慈商坚韧、包容的特质；千年盐业，盐场开辟到盐运忙碌，从业者
于艰难中坚守，磨炼慈商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品质；今天的慈溪因棉而立，这段
历史见证了慈溪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以及重视科学实验的精神。此三者皆为

“慈商精神”的源头活水。回溯往昔，剖析围垦历程、盐业轨迹和棉业兴衰，清晰呈
现它们如何丝丝缕缕编织进“慈商精神”的锦缎，为理解“慈商精神”的成因与内
涵提供珍贵视角，有助于更好地传承与弘扬这一独特精神财富。

卞佳玉

慈溪作为中国县域经济的领
头羊，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
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围
垦文化作为慈溪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为当地提供了赖以生
存的土地，塑造了当地的农业生
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也深刻
影响了慈商的精神世界，为慈商
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
撑。

慈溪围垦文化和“慈
商精神”的历史联结

“唐则涂也，宋则地也。”千
百年的海涂围垦所孕育而成的围
垦文化，是慈溪文化的核心，也
是慈溪发展的动力基因。精神由
文化而生。“慈商精神”在慈溪
这片由海涂围垦而成的土地上生
根发芽，大地见证着“慈商精
神”的起源，围垦文化赋予“慈
商精神”独特的底色与内涵。

一是慈溪围垦文化为近现代
慈商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方
面，围垦后的土地一部分用于农
业生产，发展了棉花业等农业产
业，为慈溪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支撑，也为慈溪商人从事农产
品加工和售卖相关商业活动提供
了基础。另一方面，交通运输能
力弱和土地匮乏一直阻碍慈溪经
济的发展。通过不断围垦、修
复、兴建等措施，慈溪土地面积
不断扩大，城市交通运输能力得
到提升，也解决了土地少而引发
的诸种问题。二是慈溪围垦文化
为“慈商精神”增添了最深沉的
精神底色。围垦文化作为慈溪这
座城市标志性的文化名片，深刻

影响着慈溪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
与精神特质。慈商作为慈溪最有
特色的代表群体之一，凝聚成的

“慈商精神”诞生于慈溪大地，
更脱胎于慈溪的围垦精神，因而
慈溪围垦文化中的精神特质，成
了“慈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慈商精神”积累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慈溪商人的
商业理念和行为方式。

慈溪围垦文化对“慈
商精神”的具体形塑

文化塑造精神特质。“慈商
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围垦文化的
塑造。纵观古今，“慈商精神”
与围垦精神有着较多契合之处，
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也是围垦
文化在当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一是传承艰苦创业精神。慈
溪人擅长“无中生有”。慈溪围
海造田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
到公元 10 世纪以前。围垦向海
要地，扩大了慈溪的陆地面积，
慈商白手起家，通过创业求生致
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
的劳动条件，慈溪人民克服巨大
的工程难度，围垦出大量土地。
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慈商的发
展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慈
商创业是无资源禀赋、无区位优
势的，大部分慈商是白手起家，
在创业初期往往面临着资金短
缺、技术落后等诸多困难，但他
们不畏艰难，凭借着坚韧的毅力
和不懈的努力，逐步开拓市场，
赢得商机。二是延续开拓创新精
神。围垦过程中，慈溪人民需要
不断研究和创新围垦技术和方
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
和工程需求。在围垦过程中，从

最初的简单堆土筑堤到后来采用
先进的泥浆泵筑堤施工、泥心坝
施工方法等，围垦技术不断创新
和提高，体现了慈溪人民的开拓
创新精神。这种精研巧筑的精神
在慈商身上体现为敢于创新，他
们不断探索新的商业领域和商业
模式，勇于尝试新技术、新方
法，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三
是继承开放包容精神。围垦活动
使得慈溪的海岸线不断北移，吸
引了周边地区和外省人口的迁
入。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不同的文
化、技术和思想，促进了慈溪与
外界的交流和融合。这种移民文
化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
合作，培养了慈溪人的开放包容
精神。慈商在商业活动中也体现
了这种开放包容精神，他们积极
与不同地区的商人合作，吸收不
同文化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
拓宽了商业视野，促进了企业的
发展。四是弘扬家国情怀。慈溪
人对家乡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
情。围垦活动不仅为慈溪人民提
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为慈
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
基础。慈溪人民通过围垦改善了
家乡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了家
乡的经济实力，体现了对家乡的
热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慈商
在取得商业成功后，往往会反哺
家乡，投资家乡建设，促进家乡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体现了
家国情怀，也是围垦文化对“慈
商精神”的重要塑造。

慈溪围垦文化对当代
“慈商精神”的深远影响

当前，慈溪本土企业正处于
从传统型企业向智能制造企业转

型的关键时期。激发市场活力，关
键在于企业家，在于企业家精神。
围垦文化则为发挥“慈商精神”最
大效应提供了不竭源泉。

一是让“慈商精神”成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强劲驱动力。“慈商
精神”继承了围垦文化中敢为人先
的开拓创新特质，在当今新质生产
力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创
新精神驱使慈商积极探索科技创新
之路，勇于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
创新，如同先辈们在围垦时大胆尝
试新的围垦技术与方法一般。二是
让“慈商精神”成为共同富裕道路
上的核心推动力。作为民营经济发
展繁荣的慈溪，在共同富裕道路上
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慈溪企业积极
参与的山海协作项目等共同富裕行
动，为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来源，
实现了优势互补，推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慈溪的公牛集团、美华实业
等企业参与“早上好”共同富裕慈
善基金捐赠，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提供资金支持，其背后是围垦文
化中互助共赢精神的延续。三是让

“慈商精神”成为文化自信自强的
关键引领力。围垦文化所蕴含的艰
苦奋斗、勤劳团结等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完整地传承于“慈商精神”
之中。在现代商业社会，慈商以这
些文化特质为支撑，诚信守法经
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树
立良好榜样，引领积极向上的社会
风尚和价值观。这种将围垦文化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相结合
的方式，不仅为企业发展注入深厚
的文化底蕴，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载体，从
而有力地推进了文化自信自强的进
程。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宁波市红色文化研究基地）

慈溪千年围垦对“慈商精神”之塑造

潘筱晨

今天的慈溪市综合实力保
持全国百强县 （市） 第六位，
工 商 业 较 为 发 达 ， 而 在 历 史
上，慈溪却是因棉花生产而建
立的县。1954 年 10 月，为建立
慈溪集中产棉区，国务院对甬
北三县行政区域作了大面积调
整，以“三北”（慈溪、余姚、
镇 海 三 县 的 北 部 地 区） 为 基
础 ， 划 定 慈 溪 县 新 的 行 政 区
域。县境调整后的慈溪县成为
集中产棉县，常年植棉 40 余万
亩，植棉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 60%以上，约占浙江省棉田
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浙江棉
仓”“百里棉乡”之称。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慈溪，
从县委书记到一般老百姓，从
政府部门到工厂企业，主要工
作几乎都围绕着棉花进行，这
为改革开放以后慈溪工商业的
发展奠定了精神与文化基础。

培养了慈溪人民艰
苦奋斗的精神品质

慈溪地处浙东沿海，雨量
多 而 分 布 不 均 ， 常 年 秋 季 多
雨，棉花收成不稳定，遇到秋
旱 产 量 就 比 一 般 年 份 高 ； 反
之，就大减产，不能保证高产
丰收。因此，慈溪通过组织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为棉花稳产高产奠定
基础。据 《慈溪市棉花志》 记
载，1955 年 10 月下旬，慈溪挖
掘大小河流 14 条，总土方 14.7
万立方米。1956 年冬至 1957 年
春，兴修大小河流 116 处，投
工 29.3 万工，完成土石方 78.2
万立方米。1958 年至 1963 年的
6 年间，共投放劳力 1100 多万
工，完成土方 4800 多万立方米
的水利工程，工程包括修建加
固海塘 100 多千米，开挖和疏
浚主要河流 410 多千米。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慈溪不断新
掘和拓宽河流，改善各河区的
抗旱、排涝能力。1974 年冬至
1978 年 5 月，新掘和拓宽主要
河 流 20 条 ， 累 计 投 工 2453 万
工，投资 365 万元，其中群众
自筹 104 万元。1984 年全县共
挖 河 2985 条 ， 长 69.67 万 米 ，
计 311.975 万立方米；棉地开深
沟 22.17 万 亩 ， 冬 翻 30.79 万
亩，春掏 34.99 万亩；铺上河泥
17.11 万亩，每亩 138 担；积土
杂肥 7.64 万亩，从而加深了耕
作层，增加了有机质，为高产
奠定了基础。

通过大抓棉花生产的基本
建设工作，慈溪人民认识到，
只有艰苦奋斗、付出辛勤的劳
动，才会迎来棉花生产的高光
时刻，这为改革开放以后慈溪
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支撑。

养成了慈溪人民重视
科学技术的精神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慈溪先后
成 立 栽 培 、 种 子 、 植 保 、 科
研、土壤肥料等专门技术 （科
研） 机构，开展棉花试验。同
时组织县、区、乡 （公社）、村

（大队） 各级棉花技术人员，积
极开展各级试验示范，促进棉
花生产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同
时，每年还抓住冬、春农闲期
间，举办植棉技术培训班或技
术讲座，总结交流植棉先进经
验 。 据 《慈 溪 市 棉 花 志》 记
载，1957 年开始，各区农技站
除日常技术工作外还举行棉花

栽培对比试验；1958 年，各区
农技站均进行丰产试验。1959
年 3 月，浒山人民公社农业科
学研究站、浒山人民公社科普
工作组制定“棉花技术试验计
划”，共有 22 个试验项目。在
此过程中，慈溪各级干部和技
术员、有经验棉农相结合，坚
持了种试验田的制度，进行了
高产实验和对比实验，在广大
群众中倡导学习棉花技术的风
气。1964 年全县普训技术骨干
三万余人。1965 年，农业部委
托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
摄科教片 《慈溪棉花》，向全国
推广慈溪植棉经验，有力推动
了全国各地的棉花生产。1984
年，慈溪组织了“棉花亩产皮
棉 300 斤 高 产 协 作 攻 关 ” 试
验，全县 25 个承包户、3 个棉
场和棉科所，共 29 个点，大部
分采用两膜栽培，亩产 250 多
斤，比大田增产 41%。

通过开展棉花试验，慈溪
人民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农业
生产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只有尊重科学，才能够实现农
产品的优质高产，这为改革开
放以后慈溪产业创新提供了动
力源泉。

锻造了慈溪人民团结
协作的精神品质

成为集中产棉县以后，慈
溪各级组织围绕棉花生产这一
中心，全面安排各项工作，促
进棉花生产落实，县委议事议
程上将有关棉花生产的重要问
题列于首位。与此同时，还加
强对与棉花生产的生产资料供
应 、 采 摘 、 加 工 等 部 门 的 领
导，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比
较 完 整 的 领 导 机 构 ， 组 织 银
行、供销社、手工业社等各部
门 积 极 地 为 棉 花 生 产 服 务 。
在 棉 花 收 购 工 作 上 ， 全 县 每
个 产 棉 区 都 设 立 收 购 站 ， 并
建 立 了 现 代 化 设 备 的 加 工
厂 ， 采 取 收 购 、 加 工 一 条 龙
的 办 法 ， 从 收 购 、 加 工 一 直
到 外 调 都 在 一 个 （产 棉） 区
内 解 决 。 此 外 ， 还 积 极 组 织
农 业 合 作 社 ， 发 挥 集 体 经 营
的 优 越 性 。 慈 溪 通 过 把 分 散
的 小 农 经 营 联 合 起 来 ， 由 组
织 起 来 的 农 民 用 集 体 的 力 量
来 搞 水 利 、 积 肥 、 改 良 工 具
和 种 子 、 改 进 耕 作 技 术 等
等 。 1955 年 12 月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中 国 农 村 的 社 会 主 义
高 潮》 一 书 中 ， 对 介 绍 慈 溪
五 洞 闸 高 级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经 验 的 简 报 材 料 写 了 按 语 ，
五 洞 闸 成 为 全 国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运 动 的 一 面 旗 帜 。 与 此 同
时，慈溪龙南乡建立的互助合
作网，通过采取中心社示范和
合作网的交流活动，采取社长
碰头、召开专业会议、田间参
观检查、个别联系的方式，克
服了社多干部少和管理相对滞
后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 《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书
中，在 《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
全国推广》 的材料上对慈溪龙
南乡开创的互助合作网的做法
予以充分肯定。

通 过 团 结 协 作 ， 并 肩 前
行，慈溪人民认识到，只有形
成协调一致的整体运作，才能
够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推动
工农业持续发展，这为改革开
放以后慈溪工商业快速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宁波市红色文化研
究基地）

当代慈溪棉花
生产历史的影响探析

姚松林 王忆

慈溪，这片承载着深厚历史
文化的地域，其制盐传统可追溯
至千年之前。盐民在这片土地上
辛勤劳作，他们的汗水与泪水不
仅滋养了整个三北大地，也塑造
了慈溪人民世代相传的价值观
念。盐文化不仅在千年前支撑着
慈溪的经济发展，更孕育了一种
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慈商精
神”。“慈商精神”不仅是慈溪人
民独有的精神标识，更是慈溪历
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慈商精
神”深深融入慈溪人民的血脉，
成为驱动当地经济社会持续进步
与创新的动力源泉。

千年制盐史催生“慈
商精神”

慈溪的辉煌历史，离不开
“盐”的滋养与塑造。在浙江东
部的慈溪，这片土地不仅见证了
中国悠久的制盐历史，更孕育了
独特的“慈商精神”。

慈 溪 盐 场 位 于 杭 州 湾 南
岸、翠屏山丘陵北麓之间的广
袤 地 带 ， 这 些 地 区 日 照 充 足 、
地势平坦，为盐场大规模发展
制盐业提供了良好基础。慈溪
的制盐史，在唐代已具一定规
模，鸣鹤场和石堰场就创设于
唐代。过去的慈溪盐场主要分
布于翠屏山丘陵北麓一线。而
随着海岸线不断向北淤积，盐
场也随之北移。北宋仁宗赵祯
庆历七年，余姚县知县谢景初
率 民 修 筑 了 第 一 条 拦 海 大 坝 ，
即大古塘，并将盐场移至大古
塘以北。至北宋哲宗赵煦元符
初年，鸣鹤场被划归越州 （今
绍兴） 管辖。随后，余姚石堰

（今属慈溪） 分为东、西两场与
鸣鹤场。宋代的慈溪自东至西

已建有龙头、鸣鹤、石堰三盐
场 。 至 元 成 宗 铁 穆 耳 元 贞 初
年，鸣鹤场、石堰东、西场三
场合并为一场，并迁至鹤皋乡

（即鸣鹤镇）。清朝时期，鸣鹤
场所辖场地进一步扩展，东至
镇 海 龙 头 场 界 ， 西 至 石 堰 场
界，南至车厩驿分界，北至观
海卫公界。

盐业生产对于慈溪而言意
义重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慈溪是浙江最为重要的盐
产地。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庵
东盐产长期冠全省之首，“浙东
盐仓”“浙江盐都”美名远扬。
从简单暴晒，到温差萃取；从
煮海熬波，再到先进的反渗透
膜⋯⋯小小一粒盐，凝练了人
们的智慧与汗水，促进了工商
业和经济发展。而今，这片昔
日的盐田已蜕变为蓬勃发展的
宁波前湾新区，成为区域经济
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
性成就，也催生着“慈商精神”
的凝聚与成长。

千年盐文化涵养“慈
商精神”

历史上慈溪因盐而兴。慈溪
地名、地方风俗以及方言俚语都
深受制盐文化的影响，盐文化是
慈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慈商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关键
因素。

慈溪地名中的“场”“灶”
“甲”“仓”，皆与“制盐”紧密
相关。有些看似与盐毫不相关的
地名，其实与盐也有着关系。如
慈溪庵东境内有东一、东二、东
三，西一、西二、西三等地名。
民国时，庵东盐务分局在所属盐
区按东西序列设场务所，东一处
在东侧第一位，以此类推。慈溪
的地名中的“盐文化”不仅是该

地区的地理标识，也是历史文化
传承的重要载体，反映了慈溪地
区社会经济活动的演变过程。慈
溪的地方风俗也离不开盐文化的
烙印，散发出浓郁的盐巴味。历
史上，慈溪是盐的故乡，悠久的
历史和发达的盐业，孕育了丰富
的盐文化。在盐业生产过程中，
亦存在着一系列与盐业生产密切
相关的习俗，如筑漏之俗、测盐
度之俗、祭牛大王之俗和拜“坑
坑姑娘”之俗，这些产盐习俗也
影响着盐民的生活习俗。而慈溪
人口中的一些老话、谚语、歇后
语，同样印记着慈溪产盐的历史
文化。如老话“敲竹杠”“开胖
账”“泡汤哉”“六月债，还得
快”“七月七，里扣出”等等。

在盐业生产中，盐民面临着
极高的劳动强度和艰苦的生活条
件，深受廒商、蓬长、盐霸等中
间商和地方势力的种种欺诈与剥
削，从而对历史上关心盐民疾
苦、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
历史人物充满了感激之情。例
如，为感恩彭韶而建的彭公祠、
为纪念赵源所建的小宝塔等。种
种经历与事件成了盐文化的重要
组成因素，涵养着肯吃苦、懂感
恩的“慈商精神”特质。

千年盐业塑造“慈商
精神”内涵

慈溪盐民悠久的制盐历史与
深厚的盐文化底蕴，不仅促进了
慈溪经济和社会进步，还深刻塑
造了慈溪人的精神风貌——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坚韧不拔的吃
苦品质、精益求精的创新态度。

一是斗争精神。尽管盐业在
地方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盐
民的生活条件却极为艰苦，有

“盐价珍珠贵，盐民饿道旁”的
说法。这种残酷的生活状况促使

盐民形成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并在
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庵东盐民的“七二三”暴动便是这
种精神的典型体现，从“怒打秤放
局”、反对“六折收盐”，到成立盐
区第一个民主政权⋯⋯庵东盐民的
革命精神贯穿始终。它反映了盐民
群体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坚
定立场，成为慈溪红色革命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慈溪人民不
断奋进。

二是吃苦精神。在煎煮法制盐
时期，盐民们面临着浓烟和高温的
双重考验，长时间劳作可能导致视
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此外，他们
还必须忍受来自官方军队及地方官
员的各种压迫与剥削，包括高额税
收和严苛的法律制裁。一旦被登记
为盐户，盐民几乎无法改变身份地
位。这种残酷境遇令盐民形成了坚
韧不拔的吃苦品质。

三是精益求精的创新态度。慈
溪盐民在长期盐业生产实践中铸就
了其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的创新特
质，集中体现在盐业技艺的进步与
演变中。慈溪各盐场的制盐方法经
历 了 从 “ 煎 盐 ”“ 板 晒 ” 到 “ 滩
晒”三个阶段的演变。宋代时期，
煎熬之法盛行，三大盐场均采用刮
泥淋卤与火力煎盐的制法。明代以
后，聚团公煎成为主流形式，煎盐
工具包括篾盘、铁盘和铁锅等。清
代咸丰二年，板晒制盐法兴起，逐
渐取代了传统的煎盐方法，盐民得
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制盐技
术的不断提高，慈溪制盐方法由传
统的“煎盐”“板晒”，改为“滩
晒”制卤和制盐，这是当代慈溪制
盐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和创新。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也
体现了慈溪盐民在艰苦劳作条件下
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慈溪千年盐业对“慈商精神”之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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