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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县级烟草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素有“云烟之乡”的美名，烤烟生产一靠各级党委、政府，二靠政策措施，

三靠科技兴烟，四靠加大投入，五靠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烤烟

’生产基地。各县级烟草公司除满足区内两家卷烟厂的需求外，还满足国内100多家烟厂生

产高档名烟对配方原料的需求，70％调往全国并远销日本、意大利、比利时等13个国家和地

区。

1984年，10个县级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1986年底，归辖曲靖地区烟草专卖局(公

司)领导。

1993年2月，曲靖卷烟厂、烟草曲靖地区公司、曲靖地区烟草专卖局实行“三合一”管理

体制，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格局。作为区内卷烟厂的“第一车间”，各县

级烟草公司发挥出原料、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生产管理

模式，为曲靖“两烟”事业的发展增添了竞争实力。

1997年，曲靖撤地设市，地区烟草专卖局(公司)改称市烟草专卖局(公司)。10个县级

烟草专卖局(公司)仍归其领导。

1999年3月，因区划调整，经省局(公司)决定，寻甸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划归昆明市局

(公司)领导。

至此，9个县级烟草专卖局(公司)分别是麒麟区、宣威市、沾益县、富源县、会泽县、马龙

县、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局(公司)。它们年年完成烤烟生产经营和专卖管理工作任务，保

持了产销协调增长，使全市在烤烟的生产收购调拨、烤烟农工乡(镇)生产收购调拨管理模

式的建立健全、标准化站点的改造建设、国际型优质烟叶的开发利用、省优质烟示范乡(镇)

的影响带动、收购模式的改革创新等方面走在云南省前列，做到了烟农收入增加、政府财政

增收、烟草企业效益增长，实现了烟农、政府、企业、商家四方满意。

第一章麒麟区烟草公司

麒麟区烟草专卖局(公司)从成立至2002年，坚持以经济建没为中心，一靠加强领导，

二靠好的政策，三靠科学技术，四靠强化管理，五靠加大投入，发扬“团结、务实、创新”的企

业精神，两烟生产销售工作取得长足的进步。狠抓管理和科技措施的落实，共完成烤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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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烟草志

61．65万亩，收购128．32万担，收购总额5．86亿元。与成立之初相比，综合等级合格率由

70％提高到85％，上等烟等级合格率由87％提高到95％，平均单价由8．25元提高到10．93

元，为国家创造税收3．1 3亿元。在严格专卖执法和市场清理整顿的前提下，狠抓城乡卷烟销

售网络建没，1998年三宝卷烟批零站建成全市烟草系统在云南省网建工作中的第一个示范

点，2000年建成云南省首家卷烟配送中心及标准化卷烟零售店，卷烟销量突破7万箱，连续

5年被省局表彰。以实实在在的科学管理和工作实绩，维护了自身的企业形象和烟叶的品牌

地位。

第一节概况

一、筹建

1984年1月1日，原曲靖市烟草公司(专卖局)成立，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实行

“产供销、人财物”统一管理，原市经作公司的烤烟生产、收购、调运，原市商业局的卷烟业务

移交烟草公司。

1997年曲靖撤地设市，原县级曲靖市分设为沾益县和麒麟区。1997年11月17日，曲

烟企业党委书记、局长、经理、厂长李万兴主持召开了“关于原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资

产、人员划分新组建麒麟区烟草专卖局(公司)、沾益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工作专题会议”。

12月1日，原市局(公司)领导班子就人员分流、资产清理、分配移交等进行安排。9—1 1日，

按照人财物倾斜沾益的原则，对原单位离退休人员及在岗职工分配作出决定。15日，经省局

批准，撤销原市局、市公司，成立麒麟区烟草专卖局、烟草麒麟区公司。

二、隶属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一章第四条之规定：“设有烟草专卖行政

主管部门的市、县，由市、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受上

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以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的领导为主。”麒麟区专卖局(公司)受曲靖市专卖局(公司)及麒麟区政府双重领导，隶属并

主要受市局(公司)领导。

三、辖区

麒麟区位于曲靖市中部，距省会昆明136千米，总面积1552．83平方千米。辖城关镇、越

州镇、三宝镇、东山镇、西山乡、珠街乡、沿江乡、潇湘乡、茨营乡和环城乡，有104个村公所

(办事处)，695个村(居民)委员会。2000年9月29日，撤销城关镇、环城乡，成立南宁、建

宁、白石江、寥廓4个街道办事处。区公司卷烟营销涵盖上述辖区，烤烟除4个街道办事处、

沿江乡外均有种植。

四、机构、人员及资产

2002年，区局(公司)下设党政办、纪检审计科、财务科、业务科、专卖办、团委、专卖稽查

中队、生产技术科、保卫科、工会、房管基建科、卷烟配送中心、劳动服务公司13个科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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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辖珠街、西山、潇湘、三宝、茨营、越州、东山7个烟叶站56个烟叶收购点。区局(公

司)拥有职工234人。

1998年时，拥有资产总额60570万元，固定资产26029万元。据2002年12月统计，公

司资产总额51424万元，固定资产9443万元。

表4—1

局(公司)领导任职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备注

巴存柱 经理、总支书记 1984．1—1992．12

陈虞典 副经理、经理、局长、总支副书记、党委书记 1984．1—1997．12

张青云 副经理、副局长 1984．1～1992．12

保舒敏 工会主席 1988．1-1990

余水林 副经理、工会主席 1989．5-2000．3

刘文喜 副经理、局长、党委副书记 1989．5—2001．10

庄保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1992．8～2001．2 病逝

潘祝华 副局长 1992．12-1997．12

王朝云 副经理 1993．1 l一1997．12

张家征 副经理 1994．12～2002．12

杨荣生 经理、局长、党委书记 1997．12—2002．12

张虎屏 党委书记、局长 1997．12—2002．1 2

王云川 副经理 2000．3—2002．12

唐宗华 副局长、纪委书记 2000．3—2002．12

表4-2

中级职称名录表

职称 姓名 职称 姓名

农艺师 吴辉 政工师 毕选荣

农艺师 蔡湘琪 政工师 保舒敏

农艺师 杨荣生 政工师 刘高瓴

农艺师 王云川 经济师 张虎屏

农艺师 刘利民 会计师 张家征

农艺师 刘文喜 工程师 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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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生产经营

1984年，原市公司贯彻执行国家烟草专卖政策和“计划种植，择优布局，主攻质量，提高

效益”的16字方针．种植烤烟8．43万亩，产量2410万千克，收购烟叶2700万千克。

1985年，原市委、市政府调整了原市局(公司)领导班子。对原市公司实行经济承包责任

制，对内实行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栽烟10．95万亩，收购3234．9万

千克。

1986年，贯彻《烟草专卖条例》和《实施细则》，完善“两烟”经济承包责任制和内部岗位

责任制，建立、健全原市公司各级党组织和职工民主生活制度，强化内部管理，进行科技攻

关，开展新国标培训，烤烟收购创历史最好水平。12月，在省烤烟工作会议上被i平为烟叶生

产先进单位，受奖锦旗一面、录放机一台。

1987年初，原市委、市政府成立优质烟生产领导小组，与曲靖烟厂签订了优质烟综示区

开发协议。原市委、市政府和原市公司多次召开会议，动员干部职工夺取全年烤烟丰收。原

曲靖市被评为烟叶生产先进县，原公司被评为先进单位。

1988年，烤烟面积增加到12．3万亩，收购烟叶43万担，受到原市委(政府)、地委(行

署)、省公司、总公司的表彰和奖励。

1989年，较好地贯彻了国家的烤烟政策，烟农收入增加，原市财税收入增长，干部群众

种烟积极性很高。4月26日，原市烟草学会成立。

1990年3月，原市烟草学会制定了开展科技联产承包，促进烤烟生产发展的计划。种植

面积14．38万亩，收购烟叶3486．2万千克。被评为全国、省、地烤烟生产收购先进单位。

1991年，烤烟生产的指导思想是“合理布局，普及技术，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

强化管理，合理收购”。6月8日，经地区分公司批准首次实行烤烟40级标准收购。lO月31

日，原市公司成立“优质烟40级栽培技术学校”。种植烤烟15．6万亩，收购烟叶4128万千

克，产值21615万元，实现利润4013万元，上缴烟叶税7000万元，被国家局(公司)授予烤

烟收购先进市，夺得了“五连冠”o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正式实施，原市公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广

泛宣传，依法做好烟草专卖工作。在全系统加强党的建设，实施党员目标管理制度，加强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安全机构，强化安全生产，维护两烟主渠道经营格局。5月7日，

要求干部职工每年认真搞好人均5000株烤烟试验。种植烤烟16．3万亩．收购烟叶4230万

千克。烤烟生产在省地烟草公司及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始终以提高烟叶质量为中心，

以点带面，层层办样板，大力推广规范化技术，以电视广播讲座、专栏宣传、专业培训、农函

大学习、现场会观摩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烤烟生产最新的科技知识．对生产优质烟的技

术要领做到家喻户晓。烟叶内在与外观质量明显提高，等级合格率较高。烤烟成为全市的支

柱产业，是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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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原市委、市政府和原市公司提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依靠科技，增加投入，主

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指导思想。2月，原市公司投资3．55亿元，年产量60万吨的

原曲靖市烟叶复烤厂破土动工。4月21日，全省烤烟移栽现场会在曲靖越州和宣威板桥召

开，来自全省的专家和领导200多人参加。10月15日，赴临沧地区永德县技术组圆满完成

了3年的烤烟生产技术转让任务顺利返回。种植烤烟38．6万亩，收购烟叶1 12．2万担。

1994年1月20日至3月1日，各科室(部门)领导、党员参加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的培训，经理陈虞典对原市公司成立10年来的发展作了回顾并交流发言。6月20日，曲靖

烟叶转运站、沾益转运站与原市公司复烤厂合并。种植计划21万亩，烟叶收购量50．9万担，

实际栽烟26．1万亩．收购烤烟54．2万担。12月2日，受到原市政府嘉奖10万元。

1995年2月18日至24日，原市公司组织代表团赴玉溪、红河、昆明烟厂学习考察，并

商谈订货。8月6日至7日，来自全国有关烟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等60多家单位400多

人参加原曲靖市优质烟40级生产、收购、复烤加工观摩会。收购烟叶84．3万担，产值24750

万元，平均单价5．9元。实现利润4650万元，上缴烟叶税8500万元，占原市财政收入的

61％。由陈虞典主编的《优质烟40级栽培技术》、《县级烟草公司管理模式探索》出版。

1996年3月28日．省经贸委批准引进打叶复烤生产线。5月4日，在谷雨节令内完成

烤烟移栽36．92万亩。

1997年4月。成立了原市公司领导小组，加强卷烟批发延伸网点建设，抓好卷烟专卖管

理，增设东山、茨营、越州、三宝、珠街5个网点。

1998年，在新班子带领下，团结一致，抓好烤烟生产收购各项工作。4月27日，经“双

控”检查，烤烟种植面积10．65万亩，产量18．34万担，比上年下降42．4％和45．4％。

1999年4月23日．麒麟区“两烟”现场会在越州镇召开。栽烟面积12万亩，收购烟叶

28．6l万担，销售值3．37亿元，实现利润480万元，上缴烟叶税2883．27万元。

2000年6月，根据《烟草专卖条例》的规定，与区工商、公安、税务部门协调，严厉查处非

法经营卷烟行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准购证管理o 7月至8月，区烤烟生产领导小组

和区烟草公司召开了烤烟封顶打权、采烤、收购工作会议，对烤烟生产管理、烟叶收购进行

全面安排。8月，区政府发布了《加强烟草专卖品管理的通告》，公司与有关执法部门协调，维

护烤烟收购秩序．打击违法违纪活动。使烟草收购、调运、销售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种植烤

烟12万亩，收购烟叶28万担，销售值2．64亿元，卷烟销售实现1．56亿元，销售额0．86亿

元，两烟利润总额1200万元．实现税费4284万元。

2001年，全区实栽烤烟12万亩，收购烟叶25．5万担，占计划的90．6％(受到冰雹灾害

1．7万亩，绝收o．29万亩；水灾绝收O．15万亩)，产值1．24亿元，平均单价9．72元千克，平均

亩产值1032．68元，户均收入2626．08元。上中等烟比例达98．2％，上等烟占39．3％。经国家、

省、市质检组多次抽查，综合等级合格率达83．2％，完成调拨保证曲靖烟厂烟叶11．8万担，

占计划的125％，完成调省烟叶公司2．42万担，占计划的102．62％，调曲靖烟叶有限责任公

司1 1．21万担，上等烟占33％。公司采取将低次等烟在生产过程中消化一部分、不收或少收

的办法，种植面积同比减少O．2万亩，产值同比增加930．63万元，平均单价同比增加1．98

元。亩产值同比增加78．68元，户均收入同比增加333．38元。销售卷烟1．68万箱，占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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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计划1．66万箱的101％，同比1．38万箱增长了50．14％，毛利率达1 1．7％，实现利润650

万元。两烟销售收入3．58亿元；两烟利润总额1200万元，实现税金5 100万元。

2002年，种植15万亩，收购30．14万担，其中：上等烟35％，上中等烟95％，上等烟等级

合格率95％，综合等级合格率85％，烤烟产值1．76亿元，平均单价10．55元千克，烟农户均

收入3909元。销售卷烟1．7l万箱，占全年计划的102％，实现利润620万元，占计划的

103％，卷烟销售工作连年受到省局表彰。10月10日，公司档案管理通过国家二级验收考

评。

最近两年生产经营创历史新高，业绩为建区以来最好。累计检查市场1406次，参加人

员10562人次，查处烟叶案件7起，下达《行政处罚决定》7份，没收烤烟18677千克。查处卷

烟案件574起，下达《行政处罚决定》76份、《简易行政处罚))1805份，查获“假私非”烟24．63

万条，其中销毁假冒烟14．9万条，收缴两烟专项罚款315．22万元，吊销《卷烟零售许可证》

92户．市场净化率和经营户持证率达99％以上，为整治和拓展全区城乡卷烟市场铺平了道

路。

表4-3

局(公司)受地市以上奖励名录

年度 名 称 颁奖单位

1986 烟叶生产先进单位 省政府、省局(公司)

全省烤烟生产表扬县 省局(公司)

1987 烟叶生产先进县及先进单位，烤烟地膜覆盖技术

示范推广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8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示范推广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行署

1989 平走式烤房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0 平走式水泥预制块火管烟叶烘烤技术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预制块远红外烟叶烘烤试验示范推广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 省烟草系统首届财会工作先进集体 省局(公司)

连续5年烤烟收购先进市 国家局(公司)

K326示范推广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行署
1992

烤烟远红外涂料技术推广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省政府

1993 有色农用微型除草地膜研制及应用获星火二等奖 行署

1995 烤烟收购工作表扬市 省局

1997 内部审计先进单位 行署

1998 全省烟叶生产、收购表扬区 省局(公司)

烤烟工作表扬单位 市政府
1999

纳税光荣 省国税局

2002 连续5年卷烟销售工作先进单位 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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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宣威市烟草公司帚一早 旦威巾烟早公日J

宣威市烟草公司(专卖局)是曲靖市最大的县级烟草公司(专卖局)。公司(专卖局)确立

了“企业靠我发展，我靠企业生存”的企业精神，团结和带领全体干部职工，集中精力抓好

“两烟”生产经营。实施科技兴烟战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集成推广步伐，被列为省首批烟

草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市；重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司上下争创文明单位活动；采

用先进的收购管理模式，作为经验在曲靖市推广；合理布局，专销结合，促进卷烟销售，取得

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第一节局(公司)简介

一、机构沿革

宣威烟草企业位于宣威市榕城镇建设西街12号，是一个集烤烟生产收购、复烤加工、

销售调拨及卷烟购销为一体的独立核算企业。

1984年1月，从供销社分离出来，成立宣威县烟草专卖局、县烟草公司，一套机构、两块

牌子。负责全县范围内的烤烟生产、收购、复烤、调运和卷烟销售工作，还负责两烟市场管

理。

1986年底，局(公司)的人、财、物、产、供、销上划地区烟草公司领导。

1994年，宣威撤县设市，宣威烟草企业当年8月更名为云南省烟草宣威市公司、云南省

宣威市烟草专卖局。

2002年12月，负责全市24个乡镇的两烟生产、经营管理，隶属曲靖市烟草企业。有固

定资产2．54亿元。下设15个科室和1个复烤厂、21个烟叶站、102个固定收购点、1个专卖

稽查大队、9个专卖稽查中队。15个科室：党政办公室、专卖办公室、劳动人事科、财务科、生

产技术科、卷烟配送中心、工会办公室、纪检监察室、调研室、安全保卫科、基建设备科、审计

科、质量检验科、烟叶科、金叶公司。21个烟叶站：靖外、来宾、龙场、格宜、宝山、田坝、东山、

海岱、羊场、板桥、落水、热水、西泽j务德、龙潭、得禄、倘塘、杨柳、双河、阿都、乐丰烟叶站。9

个专卖稽查中队：第一中队负责城区北面，第二中队负责城区南面，第三中队负责龙场、格

宜、宝山、普立、文兴5乡(镇)，第四中队负责乐丰、双河、阿都3个乡(镇)，第五中队负责靖

外、西泽、务德3个乡(镇)，第六中队负责热水、落水两个乡(镇)，第七中队负责板桥、东山、

羊场、海岱、田坝5个乡(镇)，第八中队负责来宾、倘塘、杨柳3个乡(镇)，第九中队负责龙

潭、得禄2个乡(镇)的两烟专卖管理工作。

二、人员构成

1984年，职工总数339人，其中男302人，女37人；截至2002年，有职工6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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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成立时，有中专5人，高中157人，初中106人，小学81人；专业职称：有农

业系列3人，经济系列1人，会计系列3人，统计系列1人；截至2002年，有研究生4人，本

科15人，专科21人，中专35人，技校300人，高中240人，初中74人。

三、中级职称

表4—4

中级职称名录表

职称 姓名 职称 姓名 职称 姓名 职称 姓名 职称 姓名

农艺师 孙承顺 农艺师 李再江 农艺师 陈升党 会计师 宁岑功 工程师 李承元

农艺师 解应乖 农艺师 邱春丽 政工师 张应周 经济师 周全德

农艺师 祝家明 农艺师 浦仕怀 政工师 杨桂英 经济师 陆家舒

农艺师 肖忠祥 农艺师 管毓勤 会计师 王光照 工程师 符应早

四、局(公司)领导

表4—5

局(公司)领导任职表

党政 姓名 职务 职称 任职起止时间

支部书记 1984．1～1986．4

杨光明 政工师
总支书记 1986．1 1-1989．8

崔茂安 支部副书记 1984．1～1986．10

高培根 总支副书记 助理政工师 1986．11～1989．8

胡光灿 党委书记 高级政工师 1989．9～1998．12

党 纪检组长 1987．8～1993．3

组 夏乔友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助理政工师 1 993．4-1997．3

织 党委书记 1999．1～2001．1

张绍德 党委副书记 政工师 1989．9～1995

吴承恬 纪委书记 农技员 1 994．4～2001．8

孙承顺 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农艺师 1995～2002．12

赵永昌 党委副书记 助理会计师 2001．5～2002．12

祝家明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农艺师 2002．1～2002．12

童利昌 经理 1984．1～1984．4

杨光明 经理 政工师 1984．5～1991．10

张绍德 经理 政工师 1991．11～1996．3
公

夏乔友 经理 助理政工师 1996．4～2000．12

司
孙承Jlb而, 经理 政工师 2001．1～2002．12

崔茂安 副经理 1984．1～1987．3

曾恒昌 副经理 1984．1～19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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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德 副经理 经济师 1992．1～2000．2

赵永昌 副经理 助理会计师 1997．5—2001．4

高培根 副经理 助理政工师 1988．1～1990．3

公 宁岑功 副经理 会计师 1988．1～1997．12

司 孙承顺 副经理 农艺师 1993．4-2000．2

解应乖 副经理 农艺师 2000．3～2002．12

周均灿 副经理 助理政工师 2000．3-2002．12

邱崇庆 副经理 助理农艺师 2000．3-2002．12

童利昌 局长 1984．1～1984．4

杨光明 局长 政工师 1984．5～1991．10

张绍德 局长 政工师 1991．1 1-1996．3

专
夏乔友 局长 助理政工师 1996．4～1998．12

秦洪洲 局长 1991．1-2000．2

卖
孙承顺 局长 农艺师 2000．3～2001．4

赵永昌 局长 助理会计师 2001．5～2002．12

局
何平 副局长 助理政工师 1 993．4～2000．2

赵同甲 副局长 助理经济师 2000．3～2002．12

秦庆逵 副局长 助理农艺师 2002～2002．12

谭宏魁 主席 1984．7～1987．1 1

吴继坤 主席 助理政工师 1987．1 1～1990．4

工
范开荣 主席 助理工程师 1990．4～1997．7

会
吴承恬 主席 农技员 1997．7—2001．12

祝家明 主席 农艺师 2001．12～2002．12

第二节生产经营

宣威市地处云南东北部，是山区县级市，北纬为25。267～26。447，东经为103。357～104。

407，立体气候明显，属烤烟种植适宜区。土地面积6075平方千米，人口131万，农业人口占

80％以上。烤烟占财政收入的65％，“双控”后仍占50％，是烟农脱贫致富的重要来源。1984—

2000年，种植烤烟440．88万亩，收购烟叶1 124．53万担，实现税利近20亿元。收购最高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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