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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以下简称《五峰烟草志》)的编纂，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五峰烟草业的

历史和现状。

《五峰烟草志》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是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烟草业兴旺的产物，渗透着烟草行业各级领导和编撰人员的心血

与汗水，凝结着烟草行业职工集体的智慧和共同的劳动。志书得以问世，

得助于改革开放、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它是五峰的第

一部烟草志，是五峰县烟草行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志书以其合理的结构、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通俗的语言，系

统地记载了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来300余年间五峰烟草的渊

源、历史和现状，反映了五峰烟草人文历史、管理体制、机构演化的情

况以及烟叶种植经营、卷烟加工、卷烟流通、专卖专管、综合管理等方

面的情况，对全面了解五峰烟草的历史，深入理解和维护烟草专卖专营

制度，进行学术应用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五峰烟草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是宜昌市烟草专卖局和县委、县人

民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县烟草职工锐意改革，开拓进取，辛勤工

作，艰苦创业的结果。因烟修志，史无前例。《五峰烟草志》的出版问

世，正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喜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随着岁月

的远去，必将显示出其历史价值。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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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烟草志》的编纂始于2001年8月。县烟草专卖

局(公司)始终把编写烟草志当作烟草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和两个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题办公，专人分管，专班编修，历时三年

有余，六次修订纲目，十易其稿，终将蕴藏380多年，反映五峰烟草历

史轨迹的零碎资料挖掘、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始成《五峰烟草

志》。展现了五峰烟草的兴衰起伏，凸现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管

理水平，体现客观规律，以期达到资治、存史、教育、交流的作用。

五峰烟草事业的发展，为构建绿色五峰，促进县域民族经济的发展

作出了较大贡献。1984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在全县正式实

行烟草专卖管理和专管专营，卷烟营销和烟叶生产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1987年五峰被确立为全国白肋烟生产基地，1996年成为湖北省白肋烟

出口基地，2003年马里兰烟科研项目通过了国家烟草局鉴定，打造出五

峰马里兰品牌，建成了国内惟一的马里兰烟生产基地。烟叶已成为五峰

经济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五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离不开烟叶的

强力支撑。1984_2003年，全县共生产烟叶64000吨，实现农民收入

23000多万元，销售卷烟10多万箱，上缴税收9700多万元。

烟草企业20年的点滴发展，离不开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倾心关爱

与正确领导，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强力领导与大力支持，离不开历

届领导班子的精诚团结和帷幄运筹，更依赖于烟草员工的辛勤劳动与奋

力拼搏。中国加入WTO后，烟草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企业更

I／



应利用五峰独具特色的生态条件和自然优势，按照名牌的高知名度、高

美誉度、高忠诚度三个主要标志，紧扣质量、技术、管理、创新、营销、

文化六个基本要素，打造中国五峰马里兰烟品牌，生产出符合卷烟工业

需求的优质烟叶，以回报21万土家人民的深情厚爱。

《五峰烟草志》是贮存烟草知识、习俗、道德和价值的文化工程，是

全体修志人员宝贵心血的结晶，也是上级领导支持和部门团结合作的成

果，愿它成为五峰烟草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以利后世。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仁俊

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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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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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

和方法，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五峰烟草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记事的时间断限：上起五峰烟草业的发端，下止2003年底。

三、本志记事的地理空间：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行政辖区，以五峰土

家族自治县2003年版图为准。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干，文字

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篇目设置：坚持科学分类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突出时代特

点、行业特色和地方特色。卷首设“大事记”、“概述”；卷末置“人物”、

“附录”及“编后记”；主体部分采用章节体，按行业的生产、经营和管

理的性质分类，设烟叶、卷烟、烟草专卖、综合管理、财税审计、党群

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六章。各章之首冠以无头小序。按照以类系事、横

排竖写的原则，章下设节、目、分目、子目或分层记述。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表述。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标

点符号和数字的用法分别执行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

七、本志纪年方法：清代以前纪年用汉字并加注公元年号，中华民

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并加注公元年号，1949年10月以后一律用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烟草

行业统一管理的前后划分，以1984年本级烟草公司成立为界。

八、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各时期通用单位，

．{y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1955

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值，均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九、本志所用数据，以统计资料为准。1984年以前的数据采用社会

口径，1984年及以后的数据采用行业口径。行业数据以本级烟草公司统

计年报表为准。数据一般保留二位小数，二位小数之后的数据四舍五入。

十、本志称谓：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不加以褒

贬；地名、机构、职务、产品等，均按当时通用称谓，必要时加注；习

惯简称，书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加注简称后用简称。

十一、本志对副科级以上人物只作简介，受县级以上表彰的人物用

表记载。

十二、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书，部分采自书、报(刊)

和口碑资料，并经过核查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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