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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地区方志丛书》序

段阳春

编史修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书向来被认为是“资治、

存史、教化”的资料书，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普遍编修，代代相传，

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倡编写新的地方志。我区在1958年就曾开展过

修志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普修社会主义新方志

的热潮。地委、行署及各县(市)党委、政府按照上级的部署，切实加

强领导，地区和各县(市)设立了修志机构，调集各方人士，投入修志

工作，全区修志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编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我区的历史和现状，特

别是建国以来各项事业飞跃发展的业绩，让更多的人认识玉溪区情，为

振兴玉溪经济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将来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这是一项

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内容，也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具体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们，坚持志书质量标

准，认真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走访知情的老同志，经过考

订核实，综合整理，按照上级要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

料，新的体例”认真编写，各单位领导严格审订把关，从而保证志书

“真实可信”，提供可以流传后世的“信史”。

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编地方志应真实地反

映建国40年来我区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反映我区

各项建设事业艰苦创业的历程，从中认清我们的优势，掌握自己的特点。

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我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尊重客观规律，开拓进取，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开创

新局面。这正是《玉溪地区方志丛书》出版的目的，也是我们修志工作

的归宿。

1988年10月

二弓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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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士益

在云南省玉溪地区烟草公司、玉溪卷烟厂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

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玉溪地区烟草志》正式编印出版，这是玉溪

地区烟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烟草自明代万历年间引入玉溪地区种植以来，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晒黄烟经加工制成的烟丝，色正、丝细、味醇，早在清末民初就销往省

内各地及远销泰国、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地。烤烟(当时称美烟)引

种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气候、土壤适宜，种

植管理方法得当，内在质量不断提高，烤烟在玉溪这块如玉似翠、溪水

常流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为玉溪赢得了“云烟之乡”的美誉，成为国内

各种名牌卷烟不可缺少的配方原料。以玉溪烤烟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玉

溪卷烟，驰名中外，玉溪卷烟厂生产的13个牌号的卷烟，获国优、部优、

省优的就有8个，产品畅销全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红塔山”、‘‘阿诗

玛”、“恭贺新禧”、“新兴”、“紫云”、过滤嘴“红梅”被列为全国创汇产

品，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国内外卷烟市场竞争

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身为国家一级企业的玉溪卷烟厂正以“天下有玉烟，

天外还有天”的创业精神，向前迈进。

“两烟”(烤烟、卷烟)是玉溪人民的骄傲，是玉溪地区的主要经济

优势，其税收占全区财政收入的80％以上，是玉溪地区财政的支柱，“两

烟”生产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两烟”的发展，玉溪

地区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为进一步发挥“两烟”优势，促

进全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很有必要对玉溪地区“两烟”发

展的历史进行客观的记载，以便“鉴往知来”。《玉溪地区烟草志》正是

为了适应全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编纂出版的。

《玉溪地区烟草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翔实地记

述了玉溪地区“两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特别是

建国后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如何发展玉溪地区经济，正确

处理粮烟矛盾，充分发挥我区“两烟”优势有很大帮助。

《玉溪地区烟草志》是我区历史上全面记述“两烟”的第一部专业志。



序 3

志书采用我国史志的传统编写手法，紧紧围绕“两烟”发展这个中心，按

专业分类，主次分明，层次清楚，重点突出，语言简洁，文风朴实，具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专业特征和可靠的咨询依据，可为发展我区“两

烟”生产提供借鉴。我热烈祝贺它的编纂出版，并向从事本书编纂工作

的同志和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向从事和关心“两

烟”生产的同志推荐这部志书。

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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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一
，r 一

褚时健

《玉溪地区烟草志》的编纂出版，为全区烟草行业做了一件大好事，

借此序以为贺。

玉溪地区是云南省烤烟主产地区之一，是中国名牌卷烟的产地。烟

草种植历史悠久，所产烟叶色金黄，味纯正而清香，品质优良，驰名中

外，素有“云烟之乡"的美称。

玉溪地区土质肥沃，气候适宜，种植烤烟得天独厚。建国后，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20世纪50年代就兴建玉溪卷烟厂，但由于技术设备落

后，年产卷烟不过10万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

搞活”的方针指引下，“两烟”生产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发展。在抓

好烤烟生产的同时，从1981年起，陆续从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荷兰等国家引进了制丝、卷接、包装、滤嘴成型等国际一流的先进设备，

并以玉溪优质烟叶为主要配方原料，采用先进工艺，坚持“质量第一，用

户至上”的办厂宗旨，严格质量管理，调整产品结构，多产优质卷烟。现

生产的13个牌号产品中，“红塔山”被评为国优，荣获金质奖；“阿诗

玛”、“玉溪”、。“恭贺新禧”、“红梅”、“新兴”等8个牌号卷烟产品，被

评为部优、省优产品。名牌卷烟畅销全国，部分产品远销国外，“新兴”

出口东南亚，“紫云”出口日本及韩国。14年来，改革开放使玉烟企业突

飞猛进，现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型卷烟生产企业。年产超百万箱，产值、

产量、税利、卷烟单箱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人实物劳动生产率、卷

烟单箱耗叶等8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1988年上缴税

利为全国轻工医药行业第一位，1992年又居全国工业税利大户第八位。

《玉溪地区烟草志》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地记载了玉溪地区“两烟”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玉烟企业飞跃发

展的业绩，为使更多的人了解玉烟，振兴玉溪经济，为子孙后代留下真

实的历史，从中认清我们的优势，掌握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优

势，深化改革，开拓进取提供有益的借鉴。



凡 例 5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实事求是地记载玉溪地区烟草事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

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体例：按横排竖写的要求，由述、记、志、图、表、录等几种

形式构成基本结构，以志为主，以时系事，力求做到言简意赅，突出特

点，存真求实。志内按章、节、目次序排列。

三、断限：上限始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下限到1992年，

少数地方有延伸。

四、资料：来源于玉溪地区烟草公司、玉溪卷烟厂等单位和部门的

档案资料，各时期的总结、报表、统计资料，并采访了部分知情人的口

碑资料和保存史料。

五、度量衡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I数字概以统计上报数字为

准。表中“一”表示无数字，“／”表示缺资料。

六、表中1955年3月前人民币数额已折算为新人民币。

七、本志中凡称“党”的地方，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省委”、

“县委”、“党支部”的地方，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八、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书写，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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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地区位于云南省中部，北纬23。197"--'24。587，东经101。

167～103。097之间。东南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邻楚雄

彝族自治州，西南与思茅接壤，北部连接省会昆明，距昆明73

公里。区域内最大横距173公里，最大纵距163．5公里，土地

总面积15285平方公里。最高海拔为新平县哀牢山主峰磨岩山

顶3165．9米，最低为元江县小河底河与元江交汇处328米。除

元江、新平两县河谷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1800米。

东部有抚仙、星云、杞麓3湖，湖边为平坝，与山区相连，西

部高山大川绵亘起伏。全区1市8县中，玉溪、江川、澄江、通

海4县市以坝区为主，面积334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1．9％；华宁、易门、峨山、新平、元江5县主要为山区、半

山区，面积1193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8．1％。1992年末全

区总人口185．24万人，耕地170．83万亩。

玉溪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全区除元江流域干热河谷长夏无

冬，属典型亚热带气候外，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冬暖夏凉，花

开四季。年平均温度，元江在24。C左右，其余各县15．5。C～

17．4。C，无霜期300天左右；年日照为2200,---2300小时，日照

百分率50---,53％；年均降雨量805,---964毫米，雨热同季。全区

170．83万亩耕地中，适合栽烟的约有100余万亩。此外，能源

丰富，交通方便，为“两烟”(烤烟、卷烟)生产创造了良好的

嚣
环境。

玉溪地区种植烟草的历史悠久。建国前晾晒烟推、切的烟

丝，色正黄细如发丝，燃吸味醇正，销售滇东南、省垣，以至

泰国、缅甸、新加坡，颇负盛名。建国后，烤烟崛起，成为著

名的“云烟之乡”，用其原料科学配方制成的“红塔山”、“阿诗

玛”、“红梅”等卷烟誉满神州；“紫云”、“仙草”等走出国门，

打入日本．蘸围．渔女雨I面笺围市场．千淫卷烟广P磕谤成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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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大的现代化卷烟企业，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卷烟企业之一。

晾晒烟自明代万历年间引入玉溪地区种植，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清末，全区种

植晾晒烟已相当普遍，玉溪、江川、通海等县生产的烟丝已成为大宗商品。清光绪十五

年(1889)左右，通海县首创用麻绳木榨推烟，烟丝加工由个人用刀切发展到多人协作

的手工作坊生产，产量大增，销量日广。因获利甚丰，出现掺假者。光绪二十年

(1894)冬月十六日，通海烟丝行业公会为维护黄烟信誉，拟订《公订条约》，规定查出

掺假者，“将烟充公偿众分吸外，罚银三两”，“倘再怙抗，即联名禀官不准再做此行生

意”。到了民国中期，全区种植晾晒烟和加工烟丝进入鼎盛时期。仅通海县，年种植晾晒

烟达9800亩，加工烟丝180万千克。在此期间，全区除用麻绳木榨推烟外，玉溪、江川

等县又发展了板凳手工切烟，俗称“刀烟”。在云南形成了以玉溪地区黄花烟晒制推、切

的“黄烟”，和以蒙自晒红烟制作的“刀烟”两大体系。

烤烟于民国3年(1914)在区内开始试种，经过再试种，小面积示范推广，于民国

31年(1942)在玉溪、澄江两县得到大面积推广。民国32年(1943)扩大到江JiI、易门、

华宁、峨山。到民国34年(1945)，累计种植面积2．71万亩，建盖烤房474座，收购烟

叶77．98万千克。民国35年(1946)扩大到通海、河西、新平等县。民国37年

(1948)，全区种植面积增加到5．89万亩，总产147万千克，为民国时期最高年。仅玉溪

县种植面积2．64万亩，总产30多万千克，面积、产量为全省72个种烟县之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晾晒烟的种植面积和烟叶加工逐年减少，烤烟种植面积和

卷烟生产在曲折中发展，在经济效益上成为“南天一柱”。

1951年政府把烤烟纳入计划生产，烟叶生产和销售由政府计划管理。当年种植4．3

万亩，虽未达到1948年的种植面积，但单产提高，总产量达300万千克，比1948年增

一倍多。由于玉溪、江川等县的烟叶色泽橙黄，富油润，味醇和，1953年在河南省郑州

市召开的全国烤烟会议评比烟叶质量时，河南许昌烟叶评得100分，玉溪地区的烟叶评

得108分，名列全国之首。自此全国名牌卷烟如“熊猫”、‘‘中华”等高级香烟均使用玉

溪地区的烟叶作主要配方原料，“云烟之乡”的美称逐步名扬，全区烤烟种植面积逐年增

加。1955年种植13．39万亩，比上年增1．31倍，1956年种植面积达35．5万亩，又比上

年增1．65倍，总产1943万千克。但由于面积增加过猛，在当时条件下影响了粮食生产，

于是从1957年起面积被压缩。

1956年5月，省委、省人民政府为适应烤烟储存和调运出口的需要，经国家农产品

采购部批准，在主产区的玉溪县白塔山(今玉溪市红塔山)，投资294．7万元，兴建玉溪

复烤厂，于1957年11月1日建成投产，复烤规模居全省之首。当年首次出口烟叶90．5万

千克，内销259．22万千克，复烤质量达到国家要求。1958年10月，省委、省政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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