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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之乡的《玉溪市烟草志》，在玉溪市志办公室的

指导、帮助下，t经过玉溪市烟草公司及其编纂人员的积极

努力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编写成书了。这是一件值得

庆贺和高兴的事。
’

烟草是玉溪市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之一，在地方财政

和农村人民收入中均占相当比重。它的发展，与玉溪市的

经济繁荣密切相关。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烟草的制成品

一烟丝，就是玉溪的重要外销产品之一，其价值相当于
当时的土布，年收入达十二万银元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

威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烟草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从

政策、科技和资金投入上给予大力支持，使玉溪市的烤烟

生产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一九八八年，全市烤烟总产量

达到了二十五万担，年收入超过四千万元人民币，创税一＼

千七百五十九万元，加卷烟销售税二十七万元，占玉溪市

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因此，发展烟草事业，对于振

兴玉溪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致富玉溪人民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烟草事业，是烟草生产、制造和营销的总概念。玉溪’

市不仅是驰名省、内外的优质烟生产基地，而且全国著名
韵大型卷烟企业——玉溪卷烟厂就在境内，其烟卷产品量

一九八八年就已突破百万大箱，盐畅销国内外市场，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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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突破十一亿元，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共创外汇六千

多万美元，是全国卷烟行业的佼佼者。由此可见，玉溪市

的烟草事业，在玉溪市的整个经济建设中确实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烟草生产，是全市人民都十分关心的一项事业。《玉

溪市烟草志》本着详近略远的编写原则，紧紧围绕玉溪市

“两烟’’生产的发展，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境内烟

草的种植，产成品的制造和销售三个方面，集烟草的农、

工、商于一书，特别是书中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历史资料以

及各个时期各级政府鼓励烟草生产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

政策及措施，这对于指导玉溪市今后烟草事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因此，《玉溪市草烟志》的出版发行，不仅为

关心、热爱玉溪市烟草事业的人士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而

且对于人们了解玉溪、研究玉溪以及提高玉溪市的知名度

是有重大贡献的。

总之，《玉溪市草烟志》不失为一本存史、资治、实

／用之书，它的成书出版、是玉溪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又一成

果。希望一切关心、热爱玉溪烟草事业的同志们在本书出

版发行后能认真阅读，相信定会从中得到益处。当然，本

书也会有不足之处，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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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烟草志》在中共玉溪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

市志办的指导帮助下，经过编纂领导小组的积极努力和勤

奋工作编印成书了，这是我市农业战线上的一大喜事，也

是广大烟草行业工作者的迫切愿望。本书详尽、系统地
反映了我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特色的“云烟之乡黟的

姻草事业，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为我们了解历史，

了解各烟区生产水平，加强计划性生产。搞好科学管理，

提高科学栽烟水准，对当前及今后各项重大措施决策的出

台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如何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充分发

挥“两烟一优势提供了历史借鉴，是一本很好的实用教

材。编纂这本志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玉溪市烟草志》的编写，从1988年12月开始到1989

年12月完成初稿，历时一年。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本着

“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精神，立足烟草系统内，

面向广大企业，克服了资料不足，查核不易等困难，广征

博采，收集了凡可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和口碑资料。先后查

阅了所能罗至的有关旧志及报刊、档册，核对全部有关的

帐册和报表，分门别类地录成资料卡片，又进行了多次的

访问、函调和座谈，使资料基本上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系统完整、翔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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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整理、核实资料过程中，曾得到了云南省烟

草研究所，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市档案馆、玉溪市市志
’

办、玉溪市供销社等单位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

持和热忱帮助，使编纂工作得以有效地顺利进行，达到了 一

预期目的。在此谨对上述单位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l l
， 编纂工作经过了拟定篇目，查核资料、编写修订、逐 ‘

级审查、编委验收等阶段。全志共分13章，二十万余字，
’

并附图表54张、照片30幅。基本达到为玉溪市的四化建设

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烟草方面的翔实资料，以资服务现实

的目的。本志由于内容广泛，所含时期较长，且烟草行业

机构沿革多次变动，加之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写作

能力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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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三

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篆，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编写，

·在搜集资料，纂写稿件的过程中，贯彻“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做到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基本为1911年，但视资

料情况，尽量上溯，追本寻源，以求反映历史全

貌，新创事物自开创之年写起。下限为1988年，

个男I】事件或数字，顺延至落笔之日止。

三、烟草事业是烟草生产、制造和销售的总

概念，包括烟草的农，工、商三个部分。本志以

此为主要内容，力求体现境内烟草事业的全貌。

．，四、本志在表述上采用记，志，图，表，录

以志为主体，用语体文记述，力求畅达，．必要记

叙之人物，随文出现。

五、烟草生产有较强科学性，为了使本志有

更好的实用价值，于科技方面有较详记述。

六、本志所用地名，建国前均以本地习惯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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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必要时注出今名；建国后一律以标准地名为

准。
’

七，本志所记货币，建国前保持原货币名称

茂单位，个男lj注明为“银币’’，建国后概以新人

民币为单位。

八，历史纪年，建国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

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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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玉溪县开始种植烤烟(称

“美烟移)。当年种植13“亩，建烤房24座，产烟叶28600'

余斤。同年成立云南烟草改进所第二种植区玉溪办事处。

1943年玉溪办事处改称玉溪分所，1946年撤销玉溪

分所，1947年又恢复。 · 一

1946年开始推广大金元品种，取代原当家的金元

种。 。 。“：

· ’

1952年栽烤烟15200亩，由地区贸易分公司委托基

层供销社收购烟叶2584000斤。?一． t，’ ：‘：
’

1953年全县烤烟的上等烟比例占28．49％，为1987

年以前最好水平。
⋯

1953年在全国烤烟叶评比大会上，玉溪烟叶以108；

分夺魁。
‘’ ‘

．‘

．，．1953年玉溪县成立烟麻公司。。
‘

一‘

1955年成立玉溪烤烟试验站， 。，，

?1955年成立玉溪烟酒专卖局。 ．|

．’

7，1956年成立农产品采购局。
～‘

。1956年玉溪建立烟叶复烤厂。 ．

。

t． 1 956年玉溪县种植烤烟88000亩，为历史之最。同年

开始推广以煤代柴烘烤。’ ，：

’。 ·

。， 1958年玉溪卷烟厂建厂。．一． 。一 ，一，’≯

l



1958年玉溪培育出“五八一力多叶形品种。 ，

1958年玉溪县坝区普遍推广煤烤。 。

1960年 因烟叶紧张，曾收购荷叶，烟杆皮作卷烟填

充料。 ·

：1964年烤烟3000余亩受水灾，占全县烤烟面积10％。
r 1965年玉溪县试行烟草“托拉斯万实行产、供、’

销，”．人．财、物高度集中管理。+
。‘

。～

’1965年，压级压价收购，后全县补款给生产队14万

元。 、。 i r·i t∥‘．

j 1965年开始推广红花大金元品种。 ?。
‘

1966年烟叶收购由地方九级制改为国家烟叶收购标

准十七级制。， ‘，。

’

1969年撤销“托拉斯"，玉溪县烟叶站划归县供销

社主管。一‘-／ ；1^

1 970年全县烤烟总产3843000斤，平均上等烟仅占

1％，为历史最底水平。

1978年首先在春和刘总旗推广斯佩特G一28品种。

1982年G一28与红花大金元两品种为当家种，次年G一28

面积扩大，为当家品种。! 一

1982年全县烤烟总产首次突破1000万公斤大关。

1984年元月成立云南省烟草公司玉溪市公司和玉溪

市烟草专卖局，并开始经营卷烟批发业务。 ，．

；，7 1985年全省首先在玉溪市大营街镇赵桅乡试验

650亩主料烟规范化栽培，获较大成功。 。

1985年玉溪市被评为全国烟草系统先进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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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奖平价化肥120吨。

1 986年全市主料烟种植面积3300余亩，推广优质烟

12000亩。同年试验示范营养袋假植育苗获成功，之后几

年已大面积推广。

j1987年。玉溪市烤烟生产评为全国表彰县(市)、全

省先进县(市)，云南省政府和省烟草公司奖给奖金80000

元。， 一；‘
’。 一

．

·x 。：：一
j 1988年玉溪市被省公司评为表彰县(市．)、地区先

进县‘(市)，省烟草公司奖给30000元。
’ “’

1988年7月 根据省物价局、省烟草公司专‘卖局“云

姻财物字"(1988)72号文件，13种名烟放开价格和部分

高中档卷烟提高价格，其中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

‘阿诗玛》、《恭贺新禧》、《玉溪烟》被列入其中。’“

t991年2月’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卷烟厂以玉烟联 ．

发(1991)第15号文件，任命l曾德强同志为玉溪市烟草

公司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祁学舜同志为玉溪市烟草

专卖局副局长。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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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一’：

玉溪市地处北纬24 018r至24 0327，东径102小17 7至

102 041 7之间-。东连江川，北接晋宁，东南邻通海。西甫

靠峨山等县。东西最宽40．5公里，南北最长44．5公里，距

昆明98公里二』全市总面积960平方公里，是玉溪地委：行

署所在地，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盛产优质烤。

烟，被誉为云烟之乡。 ‘。 。．。

。

1983年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原玉溪县的基础上

设置玉溪市。‘1988年设三乡六镇，乡下设村公所13个，镇

下设办事处63个。：全市共有430个自然村，751个农业生产

合作社。1988年末总人口3II，492人(男154，569人，女
l 56，923人)二其中农业人口252，438人，非农业人日

59，054人。耕地面积213，52-I亩，其中田14I．859亩，地

7I．662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45亩。 ‘|。

全境属高原腹盆地貌形态，四面环山，东有龙马山屏

障，北有大黑山盘桓，南有文碧山拱卫，西有高鲁山雄

峙、高鲁山海拔2614米，为全市境内最高峰。与通海县交

界的大河滩为全市最低，海拔1502米，境内海拔高差为

1084米，坝区海拔在1600"---1750米之间。

玉溪市属中理热带半湿润冬高原季风气候，常

冬春和夏秋两季。冬无严寒、夏无酷署，有四季如

点。建国以来，年平匀气温15．8℃。年内最冷月(

4
● ．

．

≮

“

。

，

．述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