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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蕲春县是我国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乡，方物丰阜，人文

荟萃。从宋代至清代共撰修地方志lO余次，作为行业志的烟草志则是

第一部。

蕲春烟草在清代咸丰以前只零星散种，仅供农家自用，未成商品。

清末、民国时期，刘公河等地有私营烟行，后丝烟加工业兴起，渐成

县中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烟叶生产与卷

烟供应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为湖北33个烟叶主产县之一，1978

年烤烟产量达2．29万担，为历史最高年。至80年代中期，国家对烟草

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本县烟草

业步入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县烟草专卖局成立后，以法治烟，规

范经营，深化改革，开拓创新。20年中，行业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为蕲春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实践表明，实行烟草专卖

制度，符合国情，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为记述境内烟

草的发展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县烟草专卖局组织编修《蕲春县烟

草志》。经修志人员辛勤工作，数易寒暑，得以成书，是为烟草行业的

盛事。全志凡9章，30余万字，记述本县烟草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重点在县局成立后专卖专营的经验与教训，亦为县直二轮修志提供

借鉴。

盛世修志，贵在运用。述往思来，昭示历史，服务现实，启迪今

人，裨益后世。我相信，县烟草系统干部职工通过修志、用志，以史



为镜，鉴古观今，会在今后的实践中，团结一心，求真务实，与时俱

进。斯志告竣。权以小序，以表祝贺。

最后，借此机会，谨向为繁荣本地经济作出贡献的烟草行业干部

职工，向备受辛苦的志书编撰者表示敬意。

蕲春县县长

2005年8月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蕲春烟草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之时限上起蕲春烟草发端，下至2003年。各朝代年号与

民国年号在各章节第一次出现时，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余均

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表述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式，以志体

为主，图、表随文走，照片集中排列。

四、本志中较长的专用名第一次出现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或“新

中国成立后”，蕲春县烟草专卖局简称“县烟草局”或。县局”等。

五、行政区划，沿用各个历史时期的原称，必要时加注今名；地

名，沿用事件发生时的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六、人民币，除引文外，均用新人民币币制单位。

七、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采用当时定制。新中国成立后。除

耕地面积、烟叶“担”，卷烟“箱”和引文外，均用公制。

八、本志之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档案、县志、部门志及口碑，除引

文外，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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