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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淅川县烟草志的编篡工作，在县委，政府和南阳烟草专卖局

的领导和支持下，自1985年8月开始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辛勤笔

耕，终于问世，这是浙川烟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确实可喜可

贺l ·．
一 ：t

烟草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卷烟工业的主要原料，也是

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也是烟庄群

众致富的一条途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淅川，位子豫西南边陲，与陕、鄂两省毗邻。秦巴山，伏牛

山系脉延伸县境，丹，浙，淇，海，刁五大河流迂回切割，闻名

遐迩的亚洲第二大水库一丹江水库，明珠般的镶嵌其中．境内
岗丘起伏，’土层深厚，质地粘重，有机质丰富，氯离子含量低，

速效钾较高，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日照充足，

对烟草生长十分有利。

浙川烟草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据载，自清道光年问引进，到

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慢长的岁月里，从剥削阶级的巧

取豪夺，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从原始落后的生产形式，到先

进的规范化生产方式；从自给型生产， 到大规模商品化生产发

展，几经沧桑，有成功的经验以资后人，也有失败的教训供人们

鉴借．总之，志书从烟草种植，烟草工业加工和烟草商品流通方

面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淅川烟草历史的雄壮画卷。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部优秀

的志书，可以说是一部。宏篇史诗”．它从不同的测面反映出一

个历史风貌，乡土人情、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后人研究每个历史

l

。^=p。T

，‘^i～r

f，

o

．

*

*

一

l笏

彩

鹫

w～



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情况，探讨事物发展规

律，能动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参改价值．

这部烟草志正是触真实性，科学性，全面性为一体，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忠实记录，精心筛选，慎重整理，比较全面地反映

了浙川烟草历史的全貌；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失为一部较好

的经济专业志；对有志于发展烟草事业的同行志士大有裨益．

淅川烟草历史凝结着血泪与喜悦，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淅

川烟草的未来聚积着成功与希望．

愿每一位立志于烟草事业的志士以史为境，在淅川开出一条具有

本地特色的烟草工作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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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浙川县《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建

国前后浙川烟草生产发展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烟草发展的客观规

律，提供经验．更好地为烟草事业的发展服务；反映本局历史沿

革，鉴往知今，为后人提供有益的教材·以达资治，存史、裨风

教之目的． ．

全志分概述，大事记，事业，荣誉，附录，共五篇，九章．

二十四节．采用述．记．传，志，录，图，表、照片等形式．图．

表．照片随文列入各章节中．

本志上限追溯到烟草传入，下限迄于l 9 8 5年底．

本志一律采用白话文、记述体．人物称谓，一般只呼其名，

不加褒贬，是非功过，记述于实事之中，不加评论，力求真实反

映历史原貌．

志中所提。建国前后。，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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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位于河南省、南阳地区的西部，介手东经110．58·一

’1 11．53 o，北纬32．5,50～33．23 o之间．北临西峡县， 东接内乡县
’

和邓县，南靠湖北省的均县，郧县，西邻陕西省的商南县．由西
‘

北到东南长约107公里，东西宽约46公里，形成一个自西北向东南

倾斜的长方形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和西部多山，东

南部多为丘陵，沿河两岸多系冲积平原．全县1 6个乡(镇)、511

个村4754个村民小组、128 769户，总人亡161 6 944人，土地面积

71．2万亩．其中82％的土地适宜种烟．县境雨量充沛，热能资源丰

富，丹、灌，淇．滔，刁五条河流贯纵全境．这些自然条件对烟

草生长非常有利． 在全国烟草区域中，．淅川县为黄淮烟区；在

河南省烟草区划中，淅川县为。豫西南伏牛山南部烤．晒，晾烟
’

适宜区。．

，

、“
‘

淅川县种植烟草始于1830—1850年间(清道光年间)，至今已

． 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当时仅有晒烟一种，1943年后，始有烤
。

烟传入．此后逐年发展，‘建国前最大面积3000亩，总产10000

， 斤． ．
，

’

阚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烟草生产．进入50年代’，．M ．

● ●

草种植在厚坡，九重以及丹江两岸相当普遍，最高年份达4000多

亩．是浙川县烟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50年代后期，由于

． 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重的挫伤

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烟草生产处于建国以来的最低潮．1962年，
’

全县种植烟草仅1 39，1单产77斤， 总产1000斤．比解放初期

1951年的4464亩，单产下降了30斤，总产下降了47·5万斤．烟厂

停工待料，只好收些无毒树叶，菜叶以代替原料生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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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烟草生产有些发展。但是，由于丹江水库建成，

蓄水，丹江两岸大片土地淹没，县内耕地面积缩小，无法恢复到

历史最好水平．1 972年，由邓县划出两个公社(厚坡。九重)归

属淅川县，土地面积增加258 047亩，烟叶生产才逐步发展起来，

种植面积由1971年的427亩，发展蓟1975年的19045亩。1977年淅

川县烟叶首次进入国际市场，为渐川县烟草生产的发展，开辟了

更加广阔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抓了多种

经营．中共淅川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调整

了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烟叶生产．1981年初见成效，总产量

达577·I万斤，均价达0·81 3元／斤，上交税金2567934元，占全

县总税金的28·13％．1982年，由于盲目扩大烟草种植面积，增施

高氮肥，单纯追求产量，结果烟叶产量上升到700·4万斤， 但均4

价却下降到0·638元／斤，上交税金也下降到2 110412元，并造成．

上等烟比例下降到0·072％的严重后果．，

1983年Io月，烟草行业。上划”以后，国务院颁布了《烟草

．专卖条例》，贯彻了。计划种植，主攻质量，优质适产”的方

针．下达了种植面积，并解决了生产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厚

坡的前河村开展了。百亩点”综台开发研究．成立了综合开发研I

究领导小组．以烟草专卖局局长罔秀勋为组长、烟叶股股长彭文

洋为付组长的执行小组．在“百亩点”综合开发研究中，科技工作

者身先士卒，深入实际，进行了多项科学研究试验，获得“长脖

黄烘烤工艺”等两项科研成果，促进了淅川烟草生产的发展．，

淅川县烤烟不仅生产历史悠久，而且质量尤佳．1984年经中

国烟草工艺标准化质量测定中心站、河南省烟草研究所化验鉴

定，淅川烤烟内在化学成份适宜、比例协调；原烟燃烧性强，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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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国标3秒．特别是金竹河的烟叶，烤后叶片结构疏松，颜色金

黄，油份适中，揉搓后成麸皮状，无灰无沫，1984年，郑州烟厂

委托专收专调，作为上等烟的原料．几十年来，渐川原烟行销lo

省3市40多家大中型烟厂，特别是1977年，原烟打入国际市场，

运销荷兰、比利时，．丹麦，埃及，新加坡．美国，日本、西德等国。

浙川县烟叶收入在县财政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_．1973哆1985年13年，烟叶销售总额达13 900多万元，税金达
2 350多万元，特别是1985年烟叶销售总额达2 348．0142万元，

上交税金达281．I 963万元，．占全县总税金的28．1l％，

淅川县的卷烟工业是从李官桥镇兴起的．1939年李官桥镇小

手工业者周文龙开始发展手工卷烟，以后逐渐发展到埠口．马蹬，

老城等地近60家．1942年以后，陆续建立了用半机械化手段生产

卷烟的兴汉烟厂，豫华烟厂，富民烟厂，哪咤烟厂．豫通烟厂等5

家小型烟厂．特别是豫华烟厂生产的。丹江”牌卷烟，行销天津，

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和地区．并且享有一定的声誉．

。‘1975年，浙川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建立渐川卷烟厂．其产品有

．。山花”，。试制”两种，销售于湖北省的钟祥。柴湖，本省的

西峡，，内乡等地。“山花”牌香烟芬芳浓郁，吃味醇和，至今享

有盛誉，至1978年loft，根据上级。关闭计划外小烟厂”的指示，

烟厂关闭． ． ，、
，

淅川县早在1925年市场上就出现了卷烟销售．30年代中期．

浙川县民团司令陈重华．副司令任平甫下令禁止吸食洋烟，卷烟

销售几乎终止．1939年，渐川县小手工业者借此发展了卷烟生

产，使卷烟市场又正常恢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烟酒实行专卖，设立了烟酒

专卖管理机构，调剂了卷烟品种，稳定了卷烟市场．．+t j

1958年后，由于政策的失误，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烟叶生产

严重下降，出现了市场上卷烟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1961年的卷

3



螂
烟销售计划由1 960年的2382箱减少到794箱．1962午，卷烟供应

仅能满足当时需求的33叻．在这种情况下，淅川县卷烟供应按人

口分配。计划凭证购烟。这时市场上出现了高价烟，投机商贩从

中牟取暴利．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汇拢货币，稳定市场，河南省商

业厅， 1 963年接连发出上调卷烟价格和出售高价烟的通知． 从

而，稳定了物价，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

1 964年以后，由于烟叶面积的发展，卷烟销售趋于正常，’取

消了高价烟，恢复了平价烟，

文化大革命时期(1 966詹l 976年)，烟酒专卖无形停止，农

村植烟面积减少，卷烟市场再度紧张．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经济’的政策，农业生产实行了“大包干”，国营商业实行了

。经济承包责任铷”，允许个人到集市上经营商业，加之农业连

年丰收，城镇工商业也活跃起来，卷烟销售逐年增加．特别是1983

年lo月淅川县烟草支公司成立以后．全面负责烟草生产，收购，

销售和卷烟销售及烟草市场的专卖管理，狠抓了企业经营管理，

提高了经济效益．1984N1985年两年完成销售总额39395997元，

占计划28000000元的140·69呖；两年上交税金4692626元，占计

划3700000元的126·82％；两年获得利润1169483元， 占计划

800000元的146·184；．人均向国家贡献31181·43元，是全县国营

企业两年人均贡献的40倍．

‘1 985年，对企业进行了整顿，经县政府验收合格．发给了企

业验收合格证书．至此，淅川县烟草事业步入稳定发展的新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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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8 3 0年一l 8 5 0年(清朝遭光年间)烟草从邓县引进
，淅川县：．。。．’，．7‘。 ，．、!’’“j ：、 - ’

j t

．I 9 2 5年(民国十四年)，市场上首次出现纸烟销售．-’，
。

‘、。l 9 3 9年(民国二十八年)。手工卷烟在李官桥镇首创，

产品为“自包。．1 7 j j．j．。 “’．。“ ，7’
．

“．。l 9 4 2年(民国兰十一年)第一家半机械化烟厂(兴汉烟，

厂)在李官桥镇开业．．!．，‘一：一’ -。．：j．_ √7二i

l 9 4 3年(民国三十二年)烤烟从襄城县传入到厚坡乡陈
一

营，当年种植2 0亩，建烤烟房四座。：。；j j — t ． ，．

1 9 5 0年渐川县成立烟酒专卖事业处。一：，，． ：r、

：：‘l 9 5 3年4月淅川县最后一家半机械化烟厂(豫通烟厂)
。

关闭。结束了淅川半机械化卷烟历史。 ，’I一 ，1|

．，
√’．

、

、，

1 9 5 8年4月由于商业体制的改革，权利下放，烟酒专卖

无形停止． 一

、

．
∥：’

l 9 6 2年由于卷烟的产、供，销管理混乱，私自卷烟质量

低劣j任意订价。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国家卷烟市场和计
’

划价格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于是省委：、省人委下达了烟酒要继续

实行专卖的指示，淅川县改付食品第二经理部为中国糖业烟酒公 ．

司淅川县公司。 ， ⋯。 ． 。’： ，：；j t．、?。j j。，，

’’l 9 7 1年1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烟酒专卖又无形停

止．淅川县改糖业烟酒公司为付食品公司。 ‘?一一 。‘’_
．

。；l 9 7 3年g月淅川县成立棉烟麻公司。+j _’ ．“一

l g 7 3年l O月棉烟麻公司成立了党支部委员会。 。

l 9 7 4年4月棉烟麻公司由罗池贯搬迁到东风路(现在烟

草支公司所在地)。 ～二．，。 。 j t， ，’

。

l 9 7 4年4月轻工业部甜豢研究所工程师韩光，技术员吴
。

国俊到浙川县试种自肋烟。 ．

1 9 7 4年5月在邓县三里桥大队建立淅川县棉烟麻公司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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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9 7 4年6月从湖北省恩施地区建施县引进白肋烟，先后
“

在蔫坪i厚坡两个乡试种成功。． 。÷o¨，+， 。 。‘!．

”

一一9 7 6年7月2 0日筹建卷烟厂．至l 9 7 6年1月，第

一个产品“山花”牌香烟投产．1 g 7 8年1 0月，根据上级

一 。关闭计划外小烟厂”指示，．烟厂关闭．1’．．： ‘r
’

一 l 9 8 o年8月厚坡乡烟区发生严重雹灾，受灾面积l 0 0 0

亩，烟叶基本绝收。 。‘
)’ 。c

‘

l 9 8 3年4月8日，河南省农科院烟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袁野先后两次来渐JII县进行烟草区划调查j。
“

。

l 9 8 3年l 0月根据国务院实行烟草专卖文件精神。淅川

县烟草专卖局，淅川县烟草支公司，在原棉烟麻公司所在地成

·立。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原棉烟麻公司撤销。；；

l 9 8 4年5月淅川县组织部派工作组进驻烟草专卖局，开

展“整党”。选举产生了局党的支部委员会。书记闰秀勋．’
’

一，j 1 9 8 4年6月浙川烟叶“百亩点”优。稳，低综合开发研
”

究j荣获南阳地区科技成果=等奖。；淅川烟叶“长脖黄”烘烤工

艺研究与应用，荣获南阳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
-，．一

l 9 8 5年6月l 7日寺湾．西簧、黄庄、厚坡四个乡，有

四十五个村遭受雹灾，受灾农作物面积达33004亩，。其中烟叶受

灾最重、 损失最大， 全县种烟面积25400亩’，百分之四十七
一 的面积受灾，百分之六十六的面积成灾；百分之四十五的面积减

产。 ，．一 ：

、1985年8月河南省农林科学院烟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书森

到淅J|I县厚坡乡传授烟叶烘烤技术，参加培讽人员2 7 0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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