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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襄阳县烟草志》历时四年，三易其稿，在即将付梓之际，邀我写一篇

小序。我作为一个襄阳人，乡情难却，再者，我是烟草行业的一名老兵，两

者都使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裹阳乃华夏腹地，历史文化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千八百多

年来，在襄阳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过多少轰轰烈烈、慷慨激昂、可歌可泣、

千古流芳的动人故事。襄阳冷暖相宜的气候和广袤肥沃的土地，养育了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勤劳善良的人民。特别是今日欣逢盛世，襄阳的辉

煌更非往日可比矣。

以上虽有题外之嫌，但它却是我一片乡情的真实流露。

襄阳种植烟草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襄阳的“欧烟”在清

朝末年就小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帮商人纷至沓来开办烟厂，仅城

内烟厂就有三十多家，产品行销川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襄阳县是

湖北省最早的烤烟产区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被选定为省烤烟示范

县，80年代已成为湖北省名副其实的烤烟主产县。特别是1984年，襄阳

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以后，烟草事业向规模化、规范化、法制化、科学

化方面发展。烟草业已成为富民、强镇、兴县的支柱产业。

《襄阳县烟草志》上溯明清，下至当今，搜今揽古、广征博引。以生动

精炼的史笔，纵贯襄阳烟草的历史发展，横陈烟草业发展变化的诸多事项。

其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看完志稿，我为故乡有这么一大批热爱襄阳、献身烟草事业的同仁而

l f



襄阳，我的心也系着襄阳。我希望烟草事业能为襄阳经

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5年6月9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存真求实

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载襄阳县(区)烟草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起襄阳县烟草发端，下限为2003年年底。

三、本志记事空间，1950年前含襄城、樊城，1951年以后以襄阳县版

图为准。2001年12月29日，襄阳县撤县设区后，以襄阳区版图为准。因

撤县设区时距志书下限仅2年，故志书冠名《襄阳县烟草志》。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目以下分设子目或分层次记述。篇

下设概述，章下设序。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少数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人物传为

对襄阳烟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故世人物，对在世人物作

简介，先进人物以“表”记之；各种图表、附文附于各篇章节中；附录辑有襄

阳县委、县政府、襄阳县(区)烟草专卖局(公司)关于促进烟草事业发展的

重要文献、文件，附于本志之末。

六、本志年代表述：清代以前用朝代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期间

民国年号和公元纪年并存，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1949年lO月1日以后

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国名、人名、地名、官职、党派、社会团

体、机构、企业、产品、牌号等，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使用简称时在首

次出现全称后予以提示。计量单位：1949年lO月1日前，按资料记录的

单位使用；1949年10月1日以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烟

叶沿用习惯用法(亩、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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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简化字。

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用书、报、期刊和I：1碑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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