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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烟草史要

许昌烟草史要

许昌烟区位于河南省中部的许昌市周围及其西南各县，是河南烤烟的集中

产区，亦称河南烟区、豫中烟区，所产烟叶称许州烟，许昌烟，亦称河南烟。许

昌烟区包括许昌县、襄城县、禹县、长葛县、．郏县、临颍县、舞阳县、郾城县、

叶县、鄢陵县、宝丰县、鲁山县和许昌市、漯河市、舞钢区，面积19953平方

公里，耕地1046万亩。烟区境域大体为古颍川郡地，明清两代的许州、中华民

国时期的河南省第五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豫西区、豫皖苏区的部分辖区均在

区内，建国后的许昌专区、许昌地区基本上为许昌烟区范围。区内西部山峦起

伏，东部沃野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有平原、山地、丘岗和少量

洼地。土壤、气候适宜烟草生产，加之煤藏丰富，交通便利，具有发展烟叶生

产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许昌烟草生产历史悠久，明末迄有清一代，种植晒烟。1913年起，种植烤

烟，历经中华民国时期，种植规模渐次扩大。1948年许昌解放后，特别是建国

后，许昌烤烟生产在新的历史时期迅猛发展。兹将许昌烟草事业的发展脉络与

概貌，简要叙述如后。

明末清初，晒烟从邓州一带引进禹州、郏县、襄城县种植。清中叶以后，逐

渐普及至长葛、许州等地。延至同治、光绪年间，各县广为种植，为农家重要

经济来源。禹州一般年份种植一两万亩，亩产50公斤至100公斤。襄城县晒烟

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5～20％，产于孙祠堂乡西南部浅山区的“里jlI叶子一为晒

烟佳品。晒烟栽培一般在“惊蛰’’前后催芽，“清明"前后大田直播，多在6月

下旬采收。主要品种有柳叶尖、叶叶稠等。调制方法有绳晒、菥晒两种，产品

以色红、味醇、香气浓郁者为佳。农民除自食外，悉作商品出售。许州晒烟为

河南八大农产品之一。嘉庆末至道光初年，襄城县代客买卖和自营烟叶的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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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余家，光绪年间，达到30余家，年收购量在250万公斤以上，行销周口、

商丘、南阳、洛阳等地和安徽、山东、湖北诸省。烟丝加工业于乾隆末年在许

州、禹州和襄城、临颍、长葛、叶县等县兴起。襄城县著名烟丝作坊有王永太、

仁义、王魁胜等家。同治十二年(1873年)，临颍县有烟丝作坊10家。光绪年

间，禹州城乡烟丝作坊达数十家，每家一般日产烟丝100公斤左右。许州城关

烟丝作坊约30家，以钱瑞永、昌兴永等最为著名。京汉铁路未通前，许州及襄

城、叶县、长葛等县的晒烟及烟丝产品，主要集中禹州销售。光绪三十年(1904

年)京汉铁路通车，许昌成为烟产品集散地。吸烟工具的制造当时亦颇兴盛。光

绪年间，禹州制作水烟袋的铜匠铺有时泰顺等30余家。叶县熊恒泰铜匠铺制作

的水烟袋远近闻名。漯河马路街一条小巷的铜匠铺，盛产水烟袋、旱吹烟袋、烟

袋锅等吸烟工具，品种多，样式新，行销南阳、周口等地。

1913年烤烟种植后，晒烟种植面积日减。20世纪40年代，晒烟由少至无。

晒烟的种植、加工与经营，为许昌烤烟的生产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帝国主义列

强的经济、文化入侵内地，1913年，英美烟公司(下文简称英美公司)将美种

烤烟带进许昌。从1913年到1947年底许昌第一次解放前的35年中，烤烟生产

主要为英美公司直接和间接操纵。许昌的农民、工人和民族工商业者在帝、官、

封的敲榨剥削下，坚持斗争，艰辛劳动，为许昌烤烟生产奠定了一个颇具规模

的基础，许昌成为海内外闻名的烤烟集中产区。35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

个发展阶段，即1913,---1927年，1928"-1936年，1937,---1947年。

(一)1913,---,1927年，美种烤烟种植成功，许昌烟区和许昌烤烟

市场形成；英美公司残酷压榨烟农，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高潮中

撤离停业

英美公司在颍桥种植烤烟，许昌逐渐成为烤烟生产原料基地英美公司于

1902年在伦敦成立。次年，即在我国上海成立驻华机构。为攫取廉价烟叶原料，

该公司于1904年到1910年，多次派人到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西、广

东、四川、吉林等省调查土壤、气候、燃料、交通及晒烟生产情况。调查人员

在报告中称：“⋯⋯河南、湖北境内适应产‘风味不同’的烟叶"，“⋯⋯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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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种植烤烟，那里种的烟叶纤维细，色彩黄的比例高⋯⋯且附近有煤矿，保

证了烤烟的燃料，自然条件甚为有利⋯⋯如果河南能发展烤烟生产，无疑其前

途是远大的"，“目前该省(河南)是中国生产最好烟叶的地方”。1910年至1912

年，美国人在许昌周围的椹涧、长店、颍桥、石固、和尚桥等集镇调查土壤，并

在颍桥取样化验，最后认定许昌、襄城一带是理想的烤烟种植区。1913年春，英

美公司的文思德(美籍)、皮得利(美籍)等人在上海永安堂经理、买办任伯彦

陪同下，来到许昌，下榻公兴存商行。然后，到襄城县颍桥镇。当时租赁居民

冯长庆西屋上房5间、过庭5间居住。继即联络颍桥乡绅马文杰和农民董松山

试种美种烤烟。当年，种植、烘烤均获成功。次年，颍桥附近的村庄多有种植。

1915年，推广到今许昌县椹涧乡、禹县梁北乡的一些村庄。公司为扩大种植面

积，采取无偿供应种子，无息贷放饼肥，传授生产、烘烤技术，许诺优价收购

等办法，刺激农民种烟。数年后，烤烟生产便以许昌为中心发展到10多个县。

1922年，烤烟种植面积约20万亩，产量1400万公斤左右。1923年，许昌火车

站发往外地的烟叶达3000多万公斤。20年代中期，许昌逐渐发展成为烤烟生产

原料基地，形成许昌烟区，与山东青州、安徽凤阳并称全国三大烤烟产区。

英美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许昌建立收购机构，外埠烟商来许采购，烟

行、转运公司兴起1913"-'1916年，英美公司先后在襄城县颍桥镇和许昌南关

公兴存商行设点收烟。1917年，公兴存商行成立转运公司，专为英美公司购运

烟叶。1918年，任伯彦以上海永安堂名义，在许昌西关京汉铁路东侧为英美公

司半霸占、半收买土地98亩，筹建英美公司许昌烟叶收购站和烤烟厂。1920年，

建成使用。同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文简称南洋公司)派唐懋祺来许，在

许昌西关京汉铁路西侧购买土地99．99亩，筹建南洋公司许昌收烟厂和烤烟厂。

当年收烟，次年厂房建成。1923年、1924年，续有扩建。英美公司和南洋公司

在许昌收烟后，各地烟农远者百余里，近者十里八里，肩挑车拉前来卖烟。上

海、汉口等埠烟商、烟厂也纷来采购。当地代客收购烟叶的烟行遂相继兴起。此

时，代客储运烟叶的转运公司继公兴存转运公司之后，亦纷纷开办。后来，一

些资本较多的烟行、转运公司也兼营烟叶买卖，也有些烟行兼营转运业务。每

年新烟上市，许昌四关的大街小巷，到处人群流动，烟香四溢。烟行和转运公

司生意兴隆，烟市一片繁荣。全城搬运烟包装车外运的脚行有10多家，搬运工

人近千人。20年代中期后，逐渐形成许昌烤烟贸易市场。

烟叶复烤工业和卷烟工业开始兴起20年代初，英美公司和南洋公司在许

昌开设的烤烟厂，是许昌烟叶机器复烤工业的滥觞。这两个厂都具有相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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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机器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蒸汽挂杆复烤机。据现有资料统计，1920"--1926年，

英美公司许昌烤烟厂复烤烟叶4187万公斤。1921年元月至1925年6月，南洋

公司许昌烤烟厂复烤烟叶814万公斤。

20世纪初，卷烟制品逐渐进入许昌。先是英美公司的哈德门、三炮台，继

之南洋公司的红金龙、白金龙等牌号香烟陆续在许昌销售，从而引发许昌手工

卷烟和近代机器卷烟工业的兴起。20年代初，许昌附近数县制造卷烟的家庭手

工业及手工作坊达600处以上。1925年前后，在手工卷烟的基础上，私营机器

卷烟由木机到铁机逐渐发展起来。1927年，许昌城关的华北烟草公司、豫兴烟

草公司、德华烟草公司、河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卷烟7000箱左右。时为

河南省最大的四家私营卷烟厂。

英美公司盘剥掠夺农民，垄断烤烟市场，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高潮中

被迫撤离许昌烤烟产区形成后，英美公司采取种种手段，残酷敲剥农民，攫

取廉价烤烟原料。1913年后的几年里，公司为刺激农民种烟，每50公斤烤烟收

购价为银币40余元，0．5公斤烟均价0．40元以上。农民卖烟，每1公斤烟价可

买小麦27公斤。烟田面积扩大后，公司即一再压价压级收购。1921年后，每50

公斤烟价降至25元左右。1924年后，再降至20元以下。据专家典型调查，农

民当时卖烟实得仅为市场价格的31一--58％。后来，公司担心烟贱伤农，影响农

民种烟积极性，每在收购后期，故意稍提价格，愚弄农民继续种烟。压级压价

外，公司还压磅压秤，少付价款，每买100公斤烟叶，加磅15-,-,25％，或只付

80％烟价的款。公司每年都有一大笔。涨秤"、“余磅"收入。农民卖烟时备受

刁难折磨，烟叶等级、价格悉凭外籍技师一言而定，稍不同意即遭呵骂；若有

争执，即被厂警毒打，随意踢碎烟叶，且不准拣拾。在英美公司的盘剥下，农

民辛劳一年，所得无几，有的甚至走投无路，愤而自杀。英美公司在敲剥烟农

的同时，还凭借其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和雄厚的资本，排挤南洋公司，垄断

许昌烤烟市场。英美公司将每磅烟均价由0．20元提到0．23元至0．25元，南洋

公司只好提到0．30元左右，英美公司于是再提，两下竞相提至0．50元。南洋

公司最后无力招架，时收时辍。英美公司于是又将烟价一压再压，把提价的投

资收回，以此逐渐霸占垄断许昌烟叶市场。以1926年为例，英美公司直接、间

接收购的烟叶，占当年烟叶收购量的76％，而南洋公司及其他客商的收购量仅

占24％。英美公司的蛮横暴行，激起许昌人民的强烈愤慨。1919年，绅商朱又

廉、马湛甫等联名控告英美公司盗买许昌土地建站购烟，要求收回国土，保全

主权。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许昌的工人、学生、商人、市民掀起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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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抵制“洋货’’的爱国斗争高潮。许昌学联委员会6月8日组织中小

学生举行反帝爱国大游行。复查禁仇货，组织募捐，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北京

《晨报》、上海《申报》当时均有报道。《晨报》载：“许昌各校已一致罢课，分

班演讲，在许购烟叶英商，已无人与之交语"。《申报》载：“许昌市民因沪案断

绝英国人食料，县署劝阻不听，英侨纷避”。漯河镇的工人、学生把英美公司代

销商元祥永商号的“洋烟’’搬到沙河滩上焚烧。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奉

系军阀部队溃退。5月，北伐军逼近许昌。公司外籍人员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

国斗争，于惊恐中撤回上海。北伐军攻克许昌后，唐生智、冯玉祥部队先后驻

进英美公司。部队撤离后，公司发生大火。英美公司无可奈何，自动停业。

(二)‘1928,---,1936年，英美公司改头换面组织许昌烟叶股份有限

公司卷土重来，再次被逐‘

英美公司撤离后，许昌烟草行业的新发展1927年后，许昌烟草行业迅速

发展，烟叶种植面积、产量连年有所增加。到1935年，植烟面积达38万亩，产

量2400多万公斤。经营烟叶收购、储运的烟行、转运公司进一步增多。1928---,

1933年，许昌县城四关及白庙、三里桥、碾上等近郊农村开办的烟行、转运公

司、货栈在80家以上。其他主产烟县襄城、长葛、郏县、禹县、临颍、郾城、

叶县等县城关及农村一些重要集镇都纷纷开设烟行。襄城一县有烟行50余家。

许昌西关北后街因烟行集中，得名烟行街。国内一些商埠来许采购烟叶的厂商

增多，逐渐形成申帮(上海厂商)、汉帮(汉口厂商)、宁波帮(宁波厂商)、济

宁帮(山东厂商)、怀帮(河南怀庆府，今沁阳、焦作市一带厂商)等。1930年，

许昌烟行业同业公会成立。此时私营机器卷烟厂开业者日多。1928年，王节亭

创办王记泰和烟厂，产品除销本地外，还销豫东、豫西南各地。1930年后，卷

烟厂家因英美公司排挤，加以税负、战争关系，部分烟厂停业、转产、外迁。振

华烟草公司转为新济蛋厂。华北烟草公司迁往山西榆次，后被军阀阎锡山兼并

为太原晋华烟厂。

英美公司在国民党政府支持下，组织成立许昌烟叶股份有限公司 英美烟

公司为继续独占许昌烤烟原料基地，美国烟草专家牛森等于1928年来许昌，谋

求恢复英美公司在许机构，但遭到许昌人民的抵制。此后，公司一方面通过烟

行、烟商间接收购许昌烟叶，一方面利诱国民政府，多方进行活动。1931年7

月2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要河南省政府和

许昌县政府发布一个保护英美公司的文告。1932年，买办邬挺生和牛森等来许

昌之前，持蒋介石和宋子文信函，先到开封拜访刘峙和其他人员；到许昌后，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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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拢收买河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徐亚屏及其他军政警要员。鉴于许昌人民

的反帝爱国情绪，英美公司成立中国许昌烟叶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许昌烟

叶公司)，用中国企业名义，于1933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注册。邬挺生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牛森为顾问。公司分别在许昌、上海两地设立办事处。许昌办

事处设中山大街臧胡同。同年10月，许昌烟叶公司以原英美公司许昌烟叶收购

站和许昌烤烟厂为公司场地，恢复烟叶收购、经营、复烤业务。这家由英美公

司操纵、以华商名义成立的公司，遭到许昌人民的强烈反对，1935年8月3日，

邬挺生辞职，宣布牛森为经理，凡公司一切事务及款项出纳均须牛森签字生效，

公司会计主任、仓库主任、验烟主任均由外籍人员担任。

英美公司重新垄断许昌烟叶市场，再次在人民群众的抵制斗争中被逐许

昌烟叶公司成立后，直接收购、复烤烟叶，成包外运，将许昌城关40多家烟行

和30多家转运公司挤垮。小脚行的近千名搬运工人也因此失掉饭碗。公司通过

当地政府，限制发放烟叶商执照，还规定烟叶市场限于许昌、襄城、禹县三县

城关和襄城县颍桥镇，其他县城和集镇一律不准烟叶上市。对南洋公司，仍然

捭阖烟价，进行排挤、压制，迫使南洋公司不能正常收烟。英美公司再次垄断

许昌烟叶市场后，经常迟迟开磅或停磅不收，开磅后又压价、压级、压秤，继

续残酷压榨烟农，烟农受害之苦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年，烟叶丰收，新

烟上市后，公司闭门封磅，直到寒冬腊月才广告收烟。烟农闻讯，人挑车拉，从

二三十里、一二百里外赶来卖烟，公司门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烟农忍饥受

冻，露宿野地等候卖烟达半月之久。据传，有一夜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活活

冻死十多人和几十头牲畜。开磅后，烟价暴跌，收入不抵烤烟煤价，不少农户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昌、襄城等县农村不断有烟农无以为生，悲愤煮烟汤、

上吊自缢的传闻。

英美公司的压榨盘剥和市场垄断，激起许昌群众怨声满城，’不同形式的反

抗斗争时有发生。邬挺生不断收到要他停业的警告信。河南辛亥革命先烈张钟

端之子张志冷大义凛然，严词拒任牛森出资创办的许昌《农商日报》社社长。许

昌开明士绅朱又廉等绅商组织的许昌各界维护国土委员会，再次起诉1918年英

美公司盗骗中国领土案。许昌各界维护国土委员会向全区烟农散发《敬告种烟

民众书》，揭露英美公司敲剥烟农行径，内有“价钱高低不能争执，磅秤大小全

然不晓”等语，号召烟农起来斗争。许昌各界维护国土委员会控告邬挺生等奴

颜婢膝，盗卖国土，官司从许昌打到郑州、开封，直至南京国民政府。邬挺生

等上下贿赂，甚至拒不出庭，更使许昌人民怒不可遏。随着斗争的白热化，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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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人民采取了直接行动。1935年12月30日下午，邬挺生被人击毙于许昌西城

门内①。邬挺生死后，英美公司仍以许昌烟叶公司名义变本加厉垄断许昌烤烟。’

许昌人民气愤至极。1936年12月3日下午5时半，牛森被人击毙于公司开款房

内②。至此，英美公司在许昌的大势已去。12月8日，公司宣布停止营业。外

籍人员离许。许昌烟叶公司撤回上海。许昌人民控告的收回国土案，几经周折，

于1941年胜诉结案。英美公司在许昌盗骗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充作地方公

产。

(三)1937,---,1947年，烟草业兴衰起伏，波折迭起

八年抗战的前五年，烟草行业兴盛，烤烟生产出现第一个高峰 1937年，抗

日战争开始后，河南北部、东部、南部陆续陷敌，许昌烤烟市场一度受到影响。

1938年10月，广州、汉口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许昌面临沦陷

区，背靠大后方，烟叶生产、卷烟制造和烟草机械生产有了迅速发展。1937年，

烤烟种植面积8l万多亩，总产量6056万公斤，烟叶生产出现第一个高峰。1938

年后，面积、产量虽有下降，但能满足市场需求。此时，英美公司早已撤离，南

洋公司也于1938年迁入后方。过去被挤垮了的烟行和转运公司纷纷开业。开磅

收烟的烟行遍布许昌和各主产烟县城关及主要集镇。襄城县颍桥镇有烟行12

家，其中大华烟行开磅8台，职工百余人，年收购量在100万公斤以上。抗日

战争期间，英美公司等外资卷烟企业卷烟原料受到影响，许昌卷烟厂迅速发展。

1941年达230家，其中许昌城关90多家，职工3000多人，年产卷烟1．3万箱。

1943年，全区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烟类专卖局登记注册的制烟厂商和在经济部商

标局核准商标的烟厂85家。这些烟厂的产品少量销沦陷区，大部销往大后方。

许昌豫成烟厂出产的令箭牌香烟，大新烟厂出产的金飞鱼牌香烟，质量上乘，畅

销豫西、豫西南和湖北、陕西等省。适应卷烟工业的需要，原来生产弹、轧棉

花机等产品的铁工厂，由修配卷烟机发展到生产切丝机、烟机零配件，继而发

展到生产5根带、7根带、9根带、13根带卷烟机。40年代中期，许昌城关24

家铁工厂中，制造、修理卷烟机的14家。著名厂家有德华、庆昌、永成、同庆、

豫通等厂。各厂年产量七八台(套)。产品销河南、陕西、安徽等省。1942,--,1943

年，许昌烟区遭受特大旱灾，烟草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但卷烟和烟草机械基本

正常生产、经营。

①、②邬挺生、牛森被击毙时间，文献和口碑资料不尽一致。本志所记时间系据上海

社会科学院《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下同。



许昌烟草史要

日本侵略军掠夺许昌烟叶 日本侵略军觊觎许昌烟叶由来已久，当其侵占

我国华北、华东后，即与英美公司争夺许昌烟叶。1939年5月和11月，驻上海

与北京的日本侵略军两次策划采取联合行动，抢购许昌烟叶。1940年初，日军

与上海英美公司达成协议，所有到沪许昌烟叶，按日商40％、英美公司40％、

华商20％比例分配。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宣布对英美公司包括在上海的

许昌烟叶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对许昌烟叶严格控制。日伪华中烟草公司在安徽

蚌埠诱购许昌烟叶。许昌烟行、烟商收购的烟叶，先至周口、界首，再沿涡河

经涡阳、蒙城，或沿颍河经颍州、寿县运抵蚌埠，然后转往上海等地。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线，渡河南侵。5月1日，许昌陷敌。接

着，临颍、襄城、禹县、郾城等县失守。日军侵占许昌后，成立专门机构，直

接控制烟叶市场。烟行、烟商收购的烟叶，被强制全部售给日商。1945年春，日

军从上海运来5部卷烟机，准备利用许昌烟叶，就地办厂卷烟，后因日军战败

投降，未及开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烟草生产复苏，但因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而再次衰

退八年抗战，最后胜利，人心思定，百业待兴，烟草行业一度繁荣。烟叶种

植面积逐渐恢复。1947年，种烟面积65万亩，产量4881万多公斤。1945年起，

上海、汉口、天津等埠烟厂、烟商重来许昌。许昌、襄城、禹县、郏县等县烟

行、转运公司相继开业。不少烟行、烟商为英美公司的颐中烟草公司代购烟叶。

卷烟厂亦大都复业、开业。但是，这种繁荣景象为时不长，由于国民党政府发

动全面内战，一些烟厂、烟行、转运公司再次停产、歇业。1947年底，许昌城

关开业的烟厂只廖廖6家，生产还处于半停工状态。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许昌烟草事业发展迅速。尤

其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烟草事业生机盎

然，经济效益越来越好。从1948年到1985年的38年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1948,--,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8年，1979一-,1985年。

(一)1948""1957年，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

过社会主义改造，烟草行业稳步发展
烤烟生产出现第二个高峰，许昌烤烟在全省乃至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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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947年下半年，鲁山、宝丰、郏县、舞阳、长葛等县解放}1948年上半年，

许昌、襄城、禹县、临颍、郾城、叶县等县最后解放。从此，许昌烟区获得新

生。人民政府重视烟草生产，翻身农民种烟情绪高涨。1948年，种烟面积猛增

至102万亩，总产量达7593万公斤，烤烟生产出现第二个高峰。因当时国营烟

草经营机构力量小；未能将烟叶全部收购起来，影响1949""1950年面积缩小，

产量下降。此后，人民政府采取保证收购、奖励交售、预付定金和供应烤烟物

资、调整烟粮比价等措施，积极扶持烟叶生产。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党领导

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1957年，全区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烤烟由个体生产

变为集体生产，成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生产稳定发展。1951""1957

年，每年面积一般稳定在100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7000万公斤上下，保持了

1948年第二个生产高峰的水平。许昌烤烟的面积、产量，在河南省乃至全国都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1954年为例，烟叶种植面积110万亩，占河南省植烟

面积的89．06％，占全国植烟面积的33．64％；烟叶总产量7724万公斤，占河

南省总产量的89．45％，占全国总产量的33．27％。1950年，许昌烤烟出口苏联

113万公斤。此后，出口量不断扩大。． ．

国营烟草经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逐步取代私营烟行业许昌解放后，人民

政府在成立烟草管理机构的同时，建立国营烟草经营机构，先后在许昌成立泰

丰烟草公司、华中烟草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中国烟麻公司河南省公司、中

国土产公司河南省许昌烟草分公司、河南省供销合作社许昌烟麻采购站等机构。

50年代初，许昌、襄城、禹县、长葛、郏县等地尚有烟行300多家。国营烟草

公司一方面直接收购，一方面委托烟行代购。国营烟草公司派员进驻烟行，禁

止克扣斤两、压级压价，将代购佣金由6％降为5％。1949～1954年，私营烟行

为国营烟草公司和各地厂商代购烟叶1．06亿公斤。1955,---1956年，社会主义改

造进入高潮，政府对私营烟行从业人员合理安排，烟叶经营业务全部由国营烟

草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下文简称供销社)取代。烤烟自由贸易市场在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逐步成为有计划的商品市场。1956年起，烟叶购销全部由国家统

一经营。

许昌烤烟厂建成投产，私营卷烟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卷烟工业发展

壮大1951年，国家在许昌兴建国内最大规模的国营许昌烤烟厂。1952年初，

建成投产。1956年扩建，翌年竣工。许昌烤烟厂占地面积35．67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11．1万多平方米，烤烟机4台，设计年复烤能力1．36亿公斤，与当年

英美公司许昌烤烟厂相比，占地面积扩大5倍多，烤烟能力增加近4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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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解放后，私营卷烟业受到政府的保护、扶持，迅速得到恢复、发展。1948

年，许昌城关私营烟厂由1947年底的6家增加到20家，1949年达到46家。

1949年9月，全区私营烟厂329家，占当时全省436家烟厂的75．5 oA。1950年，

私营烟厂卷烟产量占社会总产量的92％以上。1953年开始，对私营卷烟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由计划生产、加工订货、合同购销到全部产品统购包销。1956

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区私营卷烟厂先并为11个公私合营烟厂，年底并

为6个公私合营厂。人民政府在扶持、改造私营卷烟业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

国营卷烟工业。早在1948年元月，鲁山县人民民主政府即开办公营烟厂，出产

伏牛牌卷烟。1949年2月，成立公私合营许昌泰兴烟厂。同年10月，私方退股

经营蛋业，公股组建为公营许昌泰兴烟厂，1954年，改为地方国营许昌烟厂。

1956年，禹县、周口、商水等地烟厂并入，许昌烟厂发展成为年产卷烟能力达

5万箱以上的颇具规模的卷烟企业。1949年5月，漯河成立公营漯河五一烟厂

后，共和、工友、福华烟厂和郾城人民烟厂陆续并入，1956年卷烟产量近1．6

万箱。

30年代兴起、40年代发展的烟草机械工业，由于国家实行定点计划生产，

逐渐转向烟机修理和配件生产。

许昌烟草试验场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促进烟草生产许昌烟草科研事业始

于30年代。193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税务署于许昌成立美种烟叶改良委员会，

创办许昌烟叶试验场，推广优良品种，开展技术培训，传授烘烤技术。抗日战

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农林部烟产改进处于1947年在该场基础上成立河南烟叶改

良场。1950年7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改此场为河南省许昌烟草试验场，下设许

昌、襄城、南阳、宁陵、上蔡5介工作站。许昌烟草试验场的科技人员深入生
产实践，总结群众经验，改烟叶直播为育苗移栽，培育推广抗黑茎病品种，试

验化肥代替饼肥，改进炕房，直接促进了烟草生产。1952年，农业部全国烟草

病虫害防治会议在许昌召开，许昌烟草试验场在会上作了烟草黑茎病综合防治

报告，得到会议的一致肯定。

(二)1958"--'1965年，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60年代国

民经济调整时期，许昌烟草行业克服困难，出现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1958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许昌烟区 1958年8月7日，中共

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人陪同下，视察许昌烟区。在襄

城县，毛主席望着无边无际长势喜人的烟田，豪情满怀，高兴地对陪同视察的

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许昌专员公署专员王延太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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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了"。此后，前来许昌视察的有李先念、胡乔木、胡耀邦等。在此前后，农

业部、财政部、轻工业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都先后来许视察。毛泽东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极大地鼓舞了许昌烟区的干部群众，去夺取工农业

生产尤其是烟叶生产的新胜利。

1959年，烤烟生产出现第三个高峰，经过同三年自然灾害的斗争，烟叶生

产走上提高单产、增加总产、讲求质量、稳步发展的道路在毛主席视察的鼓

舞下，经过1958年的准备，1959年烤烟生产出现第三个高峰。当年种烟111万

亩，产量和收购量双双突破1亿公斤大关，产量1．06亿公斤，收购量1．2亿公

斤，均创历史最新水平。此后，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以“大跃进"中的高

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烟叶生产在

低谷中徘徊不前。1961年，种烟面积降至34万亩，产量降为1374万公斤，收

购量1421万公斤。1961年后，全区干部群众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烟叶生产出

现新局面。当年种烟83万多亩，产量7415万公斤，面积占全国的19．72％，占

河南省的86．57％；产量占全国的22．9％，占河南省的89．16％。1963年，国

务院派烟叶工作组来许昌，指导烟叶生产。1964年，国家开始在襄城县、郏县

建立高级烟原料基地。此时，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革命种田，

为革命种烟"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涌现出许多种烟先进典型，襄

城县乔庄生产队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队连年烟叶优质丰产，1965年种烟67

亩，亩产190公斤，上等烟占41．9％，公斤烟均价达1．81元。乔庄经验在全区、

全省、全国推广后，带动全区烟叶生产走上提高单产，讲求质量的发展道路。

烟草行业的托拉斯经营1963年，国家批准烟草工业集中管理方案。1964

年后，许昌试办烟草托拉斯，烟叶生产、收购、卷烟制造、烟机生产等呈现一

派崭新局面。

1965年元月，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许昌烟叶收购供应部成立。实行产供合一，

归口管理。该部直辖许昌烤烟厂和许昌、襄城、禹县、长葛、郏县、临颍、舞

阳、郾城、叶县、鄢陵、宝丰、鲁山、邓县、宁陵、新郑15个主产烟县烟叶收

购供应站。许昌烟叶收购供应部负责全省的烟叶收购、加工复烤和对全国烟厂

的烟叶供应。1965年，许昌烤烟供应全国61家计划内烟厂，上海、天津、青岛、

武汉等大型烟厂使用许昌的烟叶，占配方比例的40％以上。10月，全国烤烟收

购工作会议在许昌召开。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主持会议，号召烟叶收购学王

洛。、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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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元月，许昌卷烟厂隶属中国烟草工业公司郑州分公司。时拟建许昌

卷烟总厂，将驻马店烟厂并入，并改漯河烟厂为分厂，将许昌卷烟厂建成大型

的现代化的卷烟企业。1965年初，郑州分公司主持召开许昌、漯河、驻马店三

厂领导人会议，成立总厂、分厂和合并领导组，随即抽调人员，在许昌成立办

公室，进行许昌烟厂的扩建和并厂工作。当时，郑州分公司投资，新建职工宿

舍近6000平方米，并拟建3800平方米的样板车间，作为全国卷烟行业新设备、

新工艺和技术改造的试验车间，时已打好基础和立柱。当年9月，驻马店卷烟

厂人、财、物全部并入许昌卷烟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建设许昌卷

烟总厂工程下马。

试办烟草托拉斯中，中国烟草工业公司鉴于许昌在全国烟草行业中的特殊

地位，拟在此建设烟草机械厂，承担全国卷烟厂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及关键

配件制造，并逐步发展到制造新型设备和高精尖产品，为全国卷烟、烤烟工业

提供机械设备，使许昌成为全国烟草机械生产基地。1965年，经过国家经济委

员会、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和许昌市人民委员会的共同筹划，以地方国营许昌农

业机械厂为基础，成立国营许昌烟草工业机械修配厂。

适应烟叶的集中收购、供应，许昌市区及各主产烟县新建大批烟叶库房，许

昌市区库房联片成群。

公私合营烟厂并人国营烟厂，国营许昌卷烟厂发展成为河南省的著名卷烟

厂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许昌私营卷烟厂家经过联营合并，组合为公私合营
· 烟厂后，急速SJ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1958年6月，公私合营许昌裕大烟厂并

入许昌烟厂。1962年，扶沟、鄢陵、许昌3县的几家公私合营烟厂转为地方国

营烟厂后，全部并入许昌烟厂。1964年，地方国营许昌烟厂改为国营许昌卷烟

厂。1965年9月，许昌卷烟厂拥有职工1064人，卷烟机30台(套)，年生产能 j
力20万箱。当年，突破年产10万箱大关，．达到12万箱，产值、税金、利润、

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上升，创建厂以来的最新纪录，成为河南省的著名卷烟厂

家。

发展烟草职业教育，开办烟草学校 1958年，由于烟草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于许昌烟草试验场成立河南省许昌烟草专科学校。1959

年，成立河南省烟草技术学校，场校合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1965年，在此

基础上，创办河南省许昌烟草技术学校。学制3年，为社队培养社来社去中等

烟草专业技术人才。当年招收学员151人，另为安徽亳县代培部分学员。

(三)1966～1 978年，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全国经济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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