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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从原始的刀耕火种、人背马驮，到小农生产、人畜作业，再

到规模种植、机械作业，农业生产的每一次变革都深刻影响着人类

文明的进程。作为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农业正在参与甚

至引领着新的时代变革。

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是烟草农业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选择，是烟草农业功能不断拓展的客观要求。2007 年，国家烟

草专卖局正式提出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战略部署，拟在综合运用现代

工业装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基础上，通过加大生产要素投入，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

烟叶生产高效、持续发展。六年以来，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基

四化”的总体要求，从试点探索、典型引路到全面推广，从概念提

炼、实践总结到模式集成，从“整村整乡试点” “整县推进”到“整

县推进、单元实施”，从以烟水工程建设为主到八大基础设施综合

配套，从常规项目建设向水源工程、土地整理和全程机械化高层次

推进，从“三化建设”同步开展、有机结合到深度融合，现代烟草

农业建设内涵不断深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生产关系明显改善，

开创了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实施、高水平提升的

新局面。当前，现代烟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配套完善，生产

方式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作业方式创新已经孕育而生，现代烟草农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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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奋进正未有穷期。站在时代的潮头，回首现代烟草农业所走

过的风风雨雨，系统总结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成功经验、做法，反

思发展进程中所付出的“学费”，于时代变革中寻求创新，于创新

中发掘机遇，深入探讨现代烟草农业将向何处去，无疑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一道重要命题。

本书为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2013 年度重点项目“烟农

专业合作社创新管理与优化提升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涵盖了现代

烟草农业建设历史渊源、概念形式、三化建设、精益生产展望等在

内的诸多内容，旨在为广大烟叶工作者和现代烟草农业管理人员在

面临实际操作困境时，能找到可资借鉴的依据。编制过程中系统借

鉴了平原、坝区、丘陵、山区等不同地形条件现代烟草农业基地单

元建设的模式与经验，因此，对全国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也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见。

在项目研究和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CARD）黄祖辉、徐旭初、郭红东教授及湖南、贵州等省

（直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及编者研究和认识水平所限，本书疏漏和不足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9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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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首次提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是在什么时

候？烟水工程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2005 年 12 月，全国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四川凉山

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决定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基本烟田烟叶生产基础设施配套。会议

指出，要通过扶持以“三小工程”（小水窖、小水池和小水坝及相

应灌溉设施）为重点的基本烟田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改善全国干

旱烟区生产条件。

2007 年 5 月，全国烟叶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在重庆黔江召开，

会议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将由“三小工程”为主向整村连片推进转

变，从以烟水工程建设为主向综合配套转变，实现变“小集蓄”为“大

图 1　重庆市黔江县全国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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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蓄”，变“零星工程”为“系统工程”。会议结束后，各省区不

断创新配套工程建设，涌现出福建排灌渠工程、云南曲靖灌桩工程、

重庆黔江系统设计工程、山东日照的风力提灌工程等配套设施建设

模式，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2. 国家烟草专卖局首次提出发展密集烤房是在什么时

候？密集烤房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早在 2004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在全国各主产烟区开展了《烤

烟适度规模种植配套烘烤设备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2005 年，

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式提出“要坚持推广应用密集烤房”的发展方向，

指出要从 2005 年起，三年内完成 10 亩以上适度规模农户的烤房配

套，适度规模种植农户要全面实现密集烤房配套。要通过三到五年

的努力，使全国 50% 以上的烟叶种植面积使用密集烤房烘烤，使

图 2 　辽宁阜新全国烤房建设现场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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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以上的烟叶种植面积实现集约化烘烤。

2007 年 10 月，全国烤房建设现场会议在辽宁阜新召开。何泽

华副局长在会议上提出，要按照“起点要高、定位要准、规模推进、

系统设计、流程生产、标准作业、规范管理、创新发展”的思路发

展烤房建设，并把密集式烤房群组作为行业烤房建设的发展方向。

2007 年 11 月，全国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山东

召开，中国烟叶公司相关领导指出，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在烟

水配套工程、密集烤房建设、烟叶种植农场、烟草农业机械化等方

面进行积极探索；烤房建设要体现先进性，以建设较大容量密集烤

房为重点，提倡规划建设烤房群，为下一步烟叶收购组织形式的改

革提供条件。截至 2012 年，全国共建设密集烤房 79 万座，烤能达

5 000 万担，基本实现密集烤房烘烤 100% 覆盖。

加强烤房设备改造的同时，各个产区立足三段式烘烤工艺普

及推广的基础上，加快烘烤工艺技术的革新，涌现出重庆“三段六

步式烘烤”、陕西安康“三段五步式烘烤”、山东诸城“八点式精

准密集烘烤”等先进工艺。

3. 全国首次提出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是在什么时候？有

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中央 1 号文件的形式正

式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并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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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大任务。

2007 年 6 月，时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的姜成康赴福建烟区

考察时首次提出现代烟草农业的概念，并提出中国烟叶要从传统农

业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的目标。姜局长指出，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

就是要打牢一个基础，努力实现“四个化”，即全面推进烟田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

一要实现适度规模化种植。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流

转的意愿。二要实现集约化经营。把粗放的、传统的烟叶生产方式

变为集约化的、现代的生产模式。三要实现专业化分工。要实现专

业化育苗、机耕、病虫害防治、烘烤、分级，切实提高专业化服务

水平。要通过培训提高烟农素质，实现烟农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

四要实现信息化管理，从烟叶的经营环节延伸到生产环节。

图 3　《意见》学习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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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首次开展现代烟草农业试点是在什么时候？重

庆具体有哪些试点？ 

2007 年 7 月，全国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时任姜成康局长就如何实现由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进

行了深入分析，并明确提出“一基四化”发展目标，即全面推进烟

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

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2007 年 9 月，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式出台

《关于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现代烟草农业发展

的基本思路、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135 个现

代烟草农业试点。

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安排部署，重庆市武隆和顺、彭水小厂、

黔江临鄂、巫山笃坪成为首批全国现代烟草农业试点，并新增万州

为现代烟草农业试点市级试点。以武隆和顺青木池试点为例，按照

“一基四化”的总体要求，青木池村 2008 年共修建 1 个育苗工场，

图 4　重庆市武隆县和顺镇青木池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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