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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 《常德地区志·烟草志》，记述1840～1988年间常德地：

区烟草行业发展变化过程。为反映事物全貌，对有些事类作了上．

溯，下延。

2、本志对常德地区行政区域及地名，以1962年12月湖南省

人民政府确定的范围和地名为准。原常德市1949年8月由常德县城．

改名。1988年7月，常德地区改为省辖地级常德市，原常德市、

常德县分别改称为武陵区，鼎城区。为避免对地名发生混称，

1949年8月前，对常德县城称常德城，1949年8月起称常德市，

或称原常德市，1988年7月后均改用新名称。津市市，亦以1949，

年8月为限，此前称津市，此后称津市市。

3、本志按常德地区烟草行业特点设《烟叶生产》、《卷烟

生产》、《烟机制造》，《购销经营》，《烟草专卖》，《企业．

管理》，《：烟草文化》七章，另设《概述》，《附录》两部分。

编纂采用横排竖列，略古详今，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省事明。

4、本志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行文通则》规定编

写。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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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地区种植烟草。制销烟草制品的历史已有300余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桃源县率先始种晾晒烟。康熙二十

五年(1686)，常德城始设卢沅新丝烟店，用福建烟叶加工成“条

丝烟一(又称“皮丝烟骨)销售·康熙二十七年(1688)，石门县洞子

坪(1952年划属临澧县管辖)，引种晒黄烟“寸三叶霄。光绪十七年

(1869)，石门县泥沙河引种英国烟种“黄金蔸一(又称“神甫

姻修)。光绪=十年(1896)，常德城开设胡裕兴丝烟店，使用本地

晾晒烟叶制作刨丝烟销售寸光绪三十二年(1906)，常德城对外辟

为“寄货港静(又称“寄港地静)，次年，英美烟公司来常德城设立

“段’’的机构，推销卷烟。英华烟公司，美国花旗公司也随后进

入常德城推销卷烟。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美烟公司将常德城

所设机构由“段罗晋升为“湖南省分公司常德分区≯，统辖沅、澧

两水流域所设的“段修，推销卷烟。 。一 1：。．

民国元年至25年(1912一,1936)，常德地区烟草行业的发展

进入第二个时期。晾晒烟种植扩大引种，商品性生产逐渐增多。

民国19年(1930)，临澧县晒黄烟生产已成为湖南省主产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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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城开设烟叶行两家，刨丝烟生产作坊(店)进一步增多。民

国25年(1936)年，常德城的刨丝烟店发展到12家，各县开设的

刨丝烟店由县城发展到了较大的集镇。手工卷制雪茄烟(又称

“金棠烟带)，始于民国5年(1916)，津市首设易乾泰金棠烟作坊

(店)，常德城、澧县等亦先后开办。民国25年(1936)，全地区

开设金棠烟作坊(店)约30余家，其中，常德城16家：津市7

家、澧县6家。英美烟公司为扩大卷烟销售，民国3年(1914)

首先择定常德城先施公司为其代理商；?具体经办卷烟批发销售。

民国5年(1916)，常德城卷烟零售店(摊)发展到52户，在常德

地区有关县亦先后设立代理商，各县(镇)卷烟零售商户也有。

增加。英华烟公司、美国花旗公司在销售竞争中败北，先后退出

常德城，从此，常德地区卷烟销售市场被英美烟公司所垄断。民国

21年(1932)，英美烟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常德分区确定，由津市

仪记烟公司作为澧水流域的总代理商。仪记烟公司在上至大庸

县，下至安乡县(安乡县设仁记烟公司)设代销店20余处。这

时，j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来常德城设立销售机构，但销量不多。
。．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常德地区烟草行业出现大起大

落。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首先是邵阳(原称宝庆)

人；涌入常德城；‘开设刨丝烟店13家r使城内刨丝烟店增加到25

家。由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少人

举家迁来常德地区城乡“避难”，使本地区人口急剧增加，吸烟人

数随之增多。民国27年<1938)，日本侵略军攻陷岳阳，长江通往

常德地区的水路运输被掐断，常德经长沙通往沿海各省的交通亦

中断运输，一英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产卷烟及制作“皮

丝烟，，所需的福建烟叶均无法运来常德。一一时间，烟草及其制品

货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一所需烟叶大量转向从郡阳、湘潭，宁

乡等地购进。日产刨丝烟由1吨上下增加到2．5吨左右：手工卷

制纸烟、‘手工卷制雪茄烟，刨丝烟产销商户增加。在市场卷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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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足的情况下常德城经营卷烟的王洪发、集康，大新等主要商

户抓住机遇，迅速集资，首先开办中兴卷烟厂(拥有手工卷烟机

_24台)。外地来常德地区“避难，，的人，为谋生计，有的联合，有

的以家庭为单位，也竞相开办手工卷烟厂(作坊)。民国29年

．(1940)年，常德城下南门还曾开设1家为手工卷烟提供盒皮

纸，内衬纸、卷烟纸商店。1941年，津市开办新联烟厂(手工卷

制)。1942年，常德地区开设手工卷烟厂(作坊)约100余家。其

中，常德城52家。大型手工卷烟厂多采用广东南雄，本省宁乡等

地烟叶作原料，制作比较讲究，取有本厂产品的牌名，。银象?，

“美曼丽嚣、。黄鹤楼”、。紫燕一是当时畅销的牌号。以户为单位或小

型作坊生产的手工卷烟一般未取牌名，选用本地晒黄烟卷制，包

装简便，售价低廉，人们称此种卷烟为“难民"烟。民国32年

(1943)冬，日本侵略军迸犯常德地区前，常德城、津市等城镇

人口分别往沅、澧两水上游及区内有山林的农村迁移疏散，烟草

经营由城镇转向农村，各县乡间小镇遍设刨丝烟店。石门县北部

山区维新场，大同山均开设有手工卷烟作坊。当年十二月，日寇

被击退，常德城光复，城内步部份商户恢复营业。民国33年

(1944)，II寇侵犯长沙，长沙复兴卷烟厂迁来临近常德城约lo公

里远的桃源县陬溪对岸木塘坪，用牛拉作动力生产卷烟。民国33

年(1944)，中国与缅甸开通交通线，美国趁机运来卷烟到常德城

销售。民国34年(1945)，日本投降，战争造成的破坏使得本地区

各县城特别是常德城烟草行业尚未完全复苏。，

民国35～38年(1946～1949)，常德地区烟草行业仍处于艰难

恢复时期。民国35年(1946)，外地迁来常德地区“避难"的人多

数举家回迁，外地人开办的手工卷烟厂(作坊)大部份关闭，复

兴烟厂已迁回长沙。，本地人和部份在常德落户的外地人开办的手

工卷烟厂(作坊)全地区尚有lo余户生产。常德地区通向外地的

交通运输基本恢复后，外地国产机制卷烟(主要是南洋兄弟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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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卷烟)运来常德地区销售逐渐增多。当时，城乡人民

收入微薄，仍以吸用刨丝烟为主。1946年，常德城恢复刨丝烟店 ，

只有16家，到1949年虽恢复到37家，但日产销刨丝烟不到1．5吨，

1949年，津市尚有刨丝烟店18家；各县连同乡间小镇，每县虽有

刨丝烟店40-'-'70户不等，但日产销刨丝烟量，比1945年前减少一

半左右。1949年，手工卷烟厂(作坊)，仅常德城尚有10户生产，

其余均已关闭。 t。。。 ·’7|

，

‘
‘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起，常德地区烟草行业进

入新的发展时期，先后经历过产销转轨，扩大发展，进入腾飞3

个阶段。j
、，

“”

·，‘|，。。．。

。 1950,"．-'1965年，为产销转轨阶段·这段时期，常德地区由只

。产晾晒烟叶，转为发展烤烟生产。烤烟生产，1955年引种试种，

1956年正式种植，1965年，种植面积2600亩，产烟t]]'170吨。

1950年，津市市首办公私合营澧津烟厂。常德县筹建的地方国营

’新湘烟厂于1951年7月正式投产。1952年3月，澧津烟厂停办，

。设备及技术人员交新湘烟厂。1952年，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在常德地

区设立常德分公司及专卖管理处，次年，各县，市普遍建立相应．

i机构。手工卷烟厂全部停办。私营卷烟商停止批发经营。新湘烟

厂产品由专卖公司实行加工订货，1954年1月改为统购包销，由

一专卖事业公司对卷烟实行统一收购，统一调拨、统一批发，统一

价格，统一安排市场。经过对私营卷烟商业，刨烟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1956年，全部走向公私合营或实行集体经营。这时，‘刨

丝烟逐渐被卷烟所取代。1957年底，专卖事业公司撤销，由新成

立的糖业烟酒(后改称副食品)公司按专卖事业公司执行的办法：

承担烟草制品的经营和管理。1958年，津市市曾开办利群卷烟

7厂，1963年2月关闭。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市场卷烟 i

‘供应严重不足，’从1961年10月起，对城镇居民实行发票限量供应

：卷烟，对农民实行按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奖售供应卷烟，’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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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底，这种供应办法终止。在卷烟供应不一足的196l～

1963年，常德地区的晾晒烟生产得到发展。1960年，晾晒烟种植

只有1．12万亩，1962年，种植1．97万亩，1963"'1965年，增加现

2．26一-2．77万亩之间。但昔日众多的刨丝烟(作坊)店，仅保留

1家国营常德市烟丝厂。手工卷制雪茄烟作坊均已全部关闭。

1963年lo月，国家对卷烟工业实行鼻托拉斯”管理体制，新湘烟厂更

名为常德卷烟厂，先后划属为郑州分公司、汉口卷烟总厂所属分
厂。 ．。。

’ ’

1966年"--'1984年，这段时间经历了“十年动乱一。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常德地区烟草行业得到迅速发展。

烟叶生产s 1968年，全地区种植烤烟面积发展到10800亩。

为追求高产，各地相继引进多叶型品种。到70年代末，烤烟品种

达20余种，农民为求得在种烟上增加收入，从1975年起蓟1984=

年，种植面积年年增加，由2万亩发展到6万亩。由于种植品种

形成“多、杂、劣一，烟叶质量提高不快。为提高烟叶质量与产

量，1984年，全地区推广良种“G28”、。G140骨，使烟叶亩均产量

由1983年81．5公斤，提高到119．5公斤。上中等烟叶增加，烟叶

卖价比上年平均增长11．3个百分点，农民种烟积极性得到提高。

晾晒烟生产，1968"*1971年，种植在万亩以下，由于机制雪茄卷

烟生产的逐渐发展，1972,-一,1984年，种植面积超过万亩，1979年

达到1．82万亩。

卷烟生产。1966年，常德卷烟厂由河谳迁到常德市青阳阁生

产，卷烟机由5台增加至19台。。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第二年

(1967)，社会上掀起的派性斗争，使常德卷烟厂深受其害，生产

一度出现瘫痪，卷烟机增加2．8倍，卷烟产量却所增无几。1968年，．

卷烟工业“托拉斯"解体，常德卷烟厂交由本地区管理，经加强

领导，排除干扰，这年产卷烟4．5万余箱，比上年增加59．17％，

从此成为湖南省卷烟产量的首户。1971年，创制全省第一个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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