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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息烽的烤烟种植，始于1943年。但由于发展缓慢，至1949年解

放前产量仅10余万斤。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以及烤烟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的重要位置，烤烟生产从品种引进更新，到耕作技术的提高，从病

虫害防治，到烟叶烘烤，始得迅速发展。1956年，烤烟产量增加到380

余万斤。但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重地制约了生产力，烤烟

生产长期处在低谷上徘徊，1969年烤烟总产量甚至仅有49万斤。粉碎

“四人帮"以后，党把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烤烟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85年，烤烟总产量

达1070余万斤，1988年跃升至1390余万斤，烤烟生产成为息烽农业

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和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息烽县烟草志》两编撰人为详实、客观地记述烤烟生产在息烽的

发展变化，历时三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于1991年初写出了具有存

史资料价值的专业志书送审稿。其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但由于此后

烟草公司的人事更动和变故，县志办又恰值忙于《息烽县志》一书的

总纂和出版工作，《息烽县烟草志》一拖几年，一直未能付印出书而成

为憾事。
一

最近，经过机构改革后的县史志办公室将《息烽县烟草志》列为

前期出书的工作计划之一，并要求为之作序。本人在欣喜之余，遂命

笔为文，并借此机会再一次对在《息烽县烟草志》成书过程中，给予

了多方关心和帮助的有关领导及史志办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邦荣

一九九六年七月



序

息烽县境，山川秀丽，气候宜人，人民勤劳，土地肥沃，是种植

烟草之良地。

县内种植烤烟始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是年县长李树

猷与建设科长罗忠恕在息烽县倡导种植烤烟，但发展缓慢。解放后，经

人民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扶持，’1956年产量与种植面积达到解放以来的

最高峰。后来，烤烟生产几经起伏，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

上来，烤烟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今日，时逢修志盛世。为倡明本县烟草之历史，取前人种烟之精

华，为后人研究烟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责

无旁贷。

’修志，不但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份。编纂《息烽县烟草志》，对开发息烽烟草资源，加

快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振兴息烽经济有着重要作用。两年多来，

《烟草志》编写组为了使志书既有科学价值，又有社会价值与效益，不

辞辛苦，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本地知情者的有关人士，在县志办

公室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了本专志的编写工作。

此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辨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事实为依据，突出地方特点和行

业特点，在志书内容安排上，本着详近略远，以记述现状为重点的编

纂原则，详尽地记述了本县烟草种植与发展的实际情况。 、

由于水平有限，机构几分几合，加之本单位组建时间不长，资料

不齐，缺点、遗漏在所难免，恳请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于《息烽县

烟草志》问世之际，本人时承其职，愿撰写数言为序。

．党忠仁

一九九O年十月

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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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息烽地处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境内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是

烟草种植的优良基地。 ，，

县内烟草种植起步于民国，但发展缓慢，到1949年临近解放，产

量仅只10万斤左右。解放后，境内烟草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县内烟草生产在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烟农的勤劳耕作精心培育下，使一个解

放初期年产量仅14万斤的小县，一跃而为年产量达340万斤的烟草生

产大县，1983年被列为省内烟草生产的重点县之一。

《息烽县烟草志》详实客观地记述了解放前后烟草种植的发展变

化，生产技术的引进和吸收，记述了管理机构的建立和沿革、购销业

务的发展以及对不法商贩的打击，是一部有存史资政和烟草种植技术

参考价值的专业志书。一 ， 4，

《息烽县烟草志》两编者，在前无借鉴和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不辞劳苦往返奔波于档案馆(室)及有关单位，自1988年起，历时两

年有余，搜集整理资料近百万字，四易其稿，终成志书。他们这种不

畏艰辛勇于拼搏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

在本志即将问世之际，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谨向给予本志编写提

供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的贵州省烟草公司安顺地区分公司、息烽县志

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真诚的谢意。同时，由于初次修志，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为此，敬请读者于翻阅浏览之际，提出宝贵的意见。。

王祯国

一九九O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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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息烽县的第一部烟草志书，定

名为《息烽县烟草志》。

二、时限：上限自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下限至1990年

12月。

三、全志以文、图、表、照为表述形式，文体为语体文，本着事

物的发展和性质，横分门类，纵写始末，全志分设七章十九节予以记
¨ ^

述。
，．

’

；-
、 #

四、本志所用资料，以省、县档案馆(室)历史档案、‘文献资料

为主，口碑资料作印证和补充。

五、机构领导人员记至副股长级以上，其余人员以事系人记述。

六、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记至地专级表彰和奖励者。 ，

。

七、纪年：民国时期沿用历史习惯称谓并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

一律以公元纪年记述。

八、地名：使用历史地名称谓时，现今已变更者，注明现今地名

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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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烽县位于东径106。27，--106。53，，北纬26。57'一27。19r，居贵

，· ．州中部，。乌江南岸。东邻开阳县，西南与修文县接壤，’北隔乌江与金

沙，遵义两县相望。 ^_
’-

， ⋯．‘

。．县内地势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南高北低；全县土地面积1036．5

平方公里；耕地毛面积629682亩，1净面积414610亩；：全县平均气温

14．6。C，年积温量46t2．8度至5967．3度；无霜期246天至288天；

?‘ 年平均降水量1136毫米；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宜于种植早、中、晚烟： ：一 7“，。．

。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烤烟开始零星栽培，自产自销，处

于生产技术落后，调制工艺简陋的状态。建国前夕，因土匪破坏和外

销困难，烤烟生产曾出现下降趋势，建国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加

之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烤烟的经济价值才越来越被人们重视。1950

‘ 年烤烟种植面积为2607亩，到1956年猛增到35309亩，产量达到

。 38840担。1958年至1961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违背了自然
■一

规律，片面强调大炼钢铁，致使刚刚发展起来的烤烟生产，又出现了

下降趋势。1961年烤烟种植面积仅有2434亩，产量只有2361担，处

于建国后最低潮。“文化大革命"期间，烤烟生产上下徘徊，产量和种

植面积，1一直未达到1956年的水平。 ．．‘-f

粉碎“四人帮，，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烤烟生

产逐渐回升，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加强了领导，

．‘烤烟生产得到迅速提高，到1985年，烤烟种植面积及产量分别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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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67亩和107719担，收购总值为872．76万元，农业人均收入达46

元之多。为国家提供税金335万元，占全县税收的80．57％。1988年，

烤烟生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县烤烟种植面积达61196亩，收购烟叶

139027担，收购总值达1810．88万元，为国家提供税收688．13万元。

以全县农业人口19万计算，烤烟收入人平均达95．31元。
一

；息烽种植烤烟以来，面积和产量起伏较大，没有稳步正常的发展。

但是，由于气候、土壤适宜，县委、县政府把烤烟生产列入议事日程，

加强领导，各部门通力协作，种植面积得到迅速扩大，单产和质量也

得到了同步提高，特别在近期发展较快。八十年代初；根据种植区划

试验结果，．息烽被列入贵州省烤烟种植适宜区。．I“． 二

_7

随着商品消费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甲级卷烟的需求量也越来

越大。针对这一情况，1985年后，县、区及各有关部门有效地推动了

烤烟“三化”生产，到1 9 8 0年，全县良种面积达4 7 1 0 3．3亩，占

96．8％o 1987年至1988年，县委、县政府作出规定“适当扩大种植

面积，继续主攻质量，努力提高单产，进一步提高效益，力争新的突

破，实现最后冲刺”。作为发展烤烟生产的指导思想，，为了实现全面科

学种烟，同时强调必须按“良种化、规范化、区域化”生产。八十年

代后期，全县种烟户约18512户，其中五亩以下的有14000多户，五

至九亩的约4030多户，十亩以上的170多户。九庄和黑神庙两区，还

出现了二十四户烤烟收入5000元以上和两户超万元的烤烟生产大户。

1988年，县烤烟办，与县科委完成的“烤烟优质适产技术攻关"项目，

获安顺地区科技进步奖，并受到了专家的好评。．

此外，本县的烟草经营管理机构也是在建国后陆续组建的。 ，

1953年成立了“贵州省息烽县烟酒专卖事业管理处"；1965年，建

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贵州省息烽县烟叶收购供应站”。1984年，“贵

州省息烽县烟草专卖局"和“贵州省烟草公司息烽县公司’’成立，‘实
·2·



在陆续建立县级机构的同时，为了适应工作需要，1964年，县内

各地还设置了七个烟叶收购点。八十年代中、后期，又在四个区成立

了烟叶站，并下设30个烤烟收购点，同时还增加了九个卷烟批发部，

按照国家颁布的《烟草专卖条例》和《实施细则》，对“两烟”实行高

度集中、统一管理。‘
、

烟草种植的经济价值已通过我县多年的生产发展得到了肯定，．但

烟草的吸食却对人体有着不小的危害。比如：烟草中含有烟碱等成分，

刺激神经中枢，使人兴奋，解除焦虑；同时，吸烟时也产生一氧化碳

和焦油，‘又有损健康甚至产生肺部癌变。目前，‘为满足人们对烟草的

需求和减少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国家已开展安全少害的烟草研究，

并已有低焦油卷烟问世，对中焦油的卷烟也已大部份加装了咽咀用以

过滤有害成份。

通过我县四十多年来的烟草种植和发展的事实证明，由于烟草经

济价值的提高，投资少见效快，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因此，在发展粮食作物和其它经济作物的同时，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

烟草生产，坚持“计划种植，主攻质量，优质适产，坚持改革，提高

效益"的方针，多生产优质烟草，是今后长期的发展方向，以便为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为“四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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