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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老河12市烟草志》在上级领导和修志部门的关心指导下，经过全

体编修人员的积极努力，现已编写竣稿。这是我市烟草行业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祝贺。

老河口烟草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市境地处丹江口、邓州两个重点

产烟区之间，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中，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极

宜烟草生长。早在1904至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曾在此推广烤烟种植，

逐渐形成以老河口为中心的鄂西北烟叶集散地和贸易市场。但烟草生产

长期发展缓慢，教训甚多，直到1962年引进烤烟种植后，烟草生产才

有了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烟草生产的

指导、扶持和管理，以‘计划种植、优质适产、主攻质量、提高效益”为

指针，逐步实现了“区域化、良种化、规范化”生产，使烤烟产量、质量

均取得重大突破，为省内外卷烟厂所青睐，并被列为全省烤烟生产重点

地区，烟草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民致富、财政增收、发展经济、繁荣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祝贺本志出版之时，向全市烟农和在烟草战线上作

出贡献的干部、职工及关怀烟草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敬意。

编纂烟草志具有总结历史、服务当代、昭示未来、有益后世的重要

意义。《老河口市烟草志》的出版能使我们以史为鉴，探求烟草生产发

展规律，作出正确决策，同时也填补了我市烟草生产发展史的空白。纵

观本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体例得宜，突出了社会主义

新方志的特色，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了烟草行



业地方特点，既记载了丰富的经验，也如实地记载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曲

折；突出了时代特色，反映出了旧中国老河口烟草生产徘徊不前和新中

国的发展变化，可为当今及后世发展烟草生产，繁荣经济，提供有益的

借鉴。存史资治，利济当代，惠泽子孙。为此，对修志人员在编纂过程

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贡献致以崇高谢意!

老河VI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1

襄樊市烟草公司老河口营销部经理爿膨≥I、，
2005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作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存真

求实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老河口烟草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烟草行业为主线，对与主线密切相关的内容亦作记述。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限追溯到烟草行业的发端，下限至2003年12

月3l曰，记事空问为老河口市。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结构，以章分类，以类系事，章下设序。全志

设：大事记、概述、烟叶生产、烟草加工业、烟草经营、专卖管理、财

务烟税审计、综合管理、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人物及附录。

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志为主体。

五、“大事记”提纲举要，采用编年体记载时限内出现的有影响之

事件；“概述”综述全市烟草生产经营发展变化概况：章与节横列各科，

纵述发展演变过程；“人物”不设章，以简介和列表形式对企业领导成

员及部分获奖单位、个人加以记载；“附录”辑存老河口市政府及局(公

司)重要文献、文件，附于书末。

六、本志年代表述：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并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期

间民国年号和公元纪年并存，1949年以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使用国名、人名、官职、党派、社会团体、机构、产品等，

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使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全称后予以注明。因

老河口市、光化县历史上曾多次分合变更，地名、行政区划均按现行建

制注称。

八、本志计量单位除烟叶按行业习惯用法外，余均使用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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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在引文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出现的非规范的计量单位

均加注说明。

九、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自书、报、刊和口

碑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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