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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云南省烟草新平县公司决定编纂出版《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志》，是一件得民

心、顺民意，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为此欢欣鼓舞并热烈支持。

在新平，栽种并吸食烟草(晾晒烟)的习惯明清时期即已有之，屈指算来也有几百

年。但是，烤烟(当时称美烟)的种籽却是由桂山镇东关厢商人张顺明1946年由昆明开

始引进的，当时张顺明只是从生意的角度考虑，试图通过栽种烤烟发财致富，却万万没有

意料到烤烟这棵普普通通的草本植物，今天已经发展成新平县的一大支柱产业，以致成为

新平县级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广大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翻开新平县烟草种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平县烤烟种植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变

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其中不乏困难、阻力、困惑、徘徊，但是它毕竟冲破了阻力、战胜

了困难而成为我们的经济支柱，这就是党和政府产业政策的伟大和领导决策的正确所在，

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有力见

证。

在我们为烟草这棵“摇钱树”树碑立传的同时，我们还要衷心地感谢烟草行业的全

体职工和为烟草发展作过贡献的历任领导、专家和科技工作者，是他们充当了党和政府产

业政策与广大烟农的桥梁和纽带，做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使者，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

努力，营造上下一致的共识，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巩固烟草的公认地位，并实现了烟草

生产在育苗、栽种、采摘、烘烤等各个环节由传统型、粗放型向科技型、集约型的伟大转

变，功不可没。

志书是记实直述之作，经世致用之书。唯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而秉笔直书、客观记述，才是可读、可信、可用之志书。《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烟草志》，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编纂成书的。它的问世，将成为我县烟草行业

的骄傲。它的发行，将为我们了解新平县种植烟草的历史、经验、教训提供可靠的历史资

料，为将来发展烤烟生产减少失误、避弊趋利指出捷径。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都

能深刻了解新平县烟草事业的昨天、今天，正确预测和把握新平县烟草事业的明天。

罗世明

2004年6月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值此云南省烟草新平县公司诞生20周年之际，《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志》问世

了，双喜临门，欣然提笔以序为贺。

乘改革开放东风，新平县烟草业受党的路线方针指引、国家政策倾斜、市县领导重

视、上级公司及有关部门支持、职工烟农齐努力、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创可观之经济

效益，成新平经济一大支柱产业。

新平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气候适宜，发展“两烟”得天独厚。自1947年试种烤

烟、1954年新平县人民政府决定发展烤烟到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

年，新平县烤烟生产长期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呈波浪状发展。有迂翅曲折，有灿烂辉

煌。自1979年开始，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总方针指引下，新平县的烤烟生产，

仅用两年时间转变观念，调整思路，于1981年种植面积再上万亩台阶，烤烟税收突破百

万元大关，1985年种植面积上3万亩、税收达235万元，1993年面积上6万亩、税收突

破900万元。1998至2003年的6年中，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双控”政策，将种植面积稳

定在4．5至6．8万亩之间，增加投入，确保各项科技措施落实，每年向国家上缴了上千万

的税收。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烟草志》，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客观地记载了新平50余年来

“两烟”发展足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飞跃发展的业绩。总结过去硕果累

累，展望未来前程光明。我们应该结合我县山区种烟特点、借鉴多年实践得出的成功经

验，面对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烟草市场，加强领导，紧紧依靠科技，分项分环节地细

化、深化各项科技措施，不断提高“两烟”经营水平，以求更加辉煌的未来!

张 洪

2004年6．月8日

．住6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朴实

记述。

二、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并用，图表穿插其中。内容按章、节、目依事件发生先后

J|顷序j{F列。

三、时限：上至可追溯的事物发端，下至2003年12月底。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历代年号称谓，汉字书写，夹注公元年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年号，并统一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计量、数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当代的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使用国家法定单位，特殊需要时使用行业习惯单位。凡表示数量时一律使用阿拉伯

数字。

六、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当地习惯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1993年《新平县志》地名为准。

七、机构名称：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简称“新平县”；自云南省至各县的烟草机构简

称“省烟草公司、地市烟草公司、红塔集团、县烟草公司”；乡(镇)、村(居)民委员

会及村民小组三级沿用当时称谓；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简称“省委、地委、市委、

县委、党委、党组、支部”。

八、人物：随事件随文出现，直书其名，一般不冠称谓、不加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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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平县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偏西南，北

纬23038’15”至24026 705”，东经101 016’30”

至102016’50”，东西长102公里，南北宽

88．2公里，东邻峨山县，东南接石屏县，

南连元江县，西接镇源县，西南与墨江县

接壤，北隔绿汁江与双柏县相望。县境内

群峰叠嶂，林海苍茫，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元江自西北向东南斜贯而下，将县境

分为东西两片，海拔由漠沙镇阿迭村的

422米至哀牢山主峰大磨岩山顶的3 165．9

米，相对高差达2 743．9米，形成寒温、

暖温、亚热等多种复杂的立体气候，河谷

亚热带地区年平均气温23．7℃，一年有9

个月为炎热期，最高温度达42℃，其余3

个月为暖春期；半山暖温带年平均气温为

17．5。C，春秋长，冬夏短；高山凉温带年

平均气温为15℃，一年有9个月为暖春

期，3个月为寒冬期。全县辖地面积4 223

平方公里，2003年末设6镇6乡119个村

(居)民委员会，总人口为269 725人，总

耕地面积315 361亩。县境同一乡镇内有

热坝地区，也有温凉山区，农作物种类多，

品种资源丰富，熟制复杂，耕作制度多样，

一年四季有种有收。江西片盛产水稻、玉

米、甘蔗、香蕉等多种粮食和水果；江东

片海拔l 400至1 800米的温暖中山区，

年降雨量900至1 000毫米，年日照2 230

小时，年均气温16至18℃，年≥10℃积

温5 000至6 000℃，土壤类型主要是红壤

和紫色砂壤，分布着23个村(居)民委

员会，占全县总耕地面积19％的田地上，

为烤烟生长提供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海拔

1 500至1 900米的温暖中山干旱地区，分

布着包括江西片的峨毛、向阳等34个村

(居)民委员会，拥有占全县总耕地面积

20％的田地，土壤类型主要是红壤，年均

气温14至16℃，年降雨量600至700毫

米，虽雨量较少、重霜冻，但≥IO。C年积

温达4 500至5 000℃，一直是县内烤烟的

主产区。

新平县种植晾晒烟，是自明万历十九

年(1591)新平建县后开始的。那时，内

地汉族农民向新平迁徙，引入了烟籽种植，

加工后吸食。民国22年(1933)，县内种

植晾晒烟约21亩，自食有余后开始进入集

市交易。民国后期，县境内几个大集市的

晾晒烟交易量可观，尤以老厂、者奄一带

的草坝烟、界牌烟畅销。1963年，新平境

内的晾晒烟种植面积已达300余亩，产量

达2万余公斤。

新平县种植烤烟，是民国35年

(1946)引进种籽，民国36年(1947)试

种。以后的6年中，由于时局所限，只有

少数几人零星种植，无多少产量和收益。

自1954年起，新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高度重视烟草业的发展，在实践中

不断地探索、总结、推广，继承和发扬了

好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栽培、烘烤、防治病

Z9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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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技术，改革了种种不适应烟草业发展

的弊端，把“两烟”培育成新平经济的支

柱产业。

1954至1983年30年间，新平县烤烟

生产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曲折的，曾经历过

重视质量、优质适产的50年代，追求数

量、忽视质量的60年代和70年代，主攻

质量、优质高产的80年代。在栽培管理和

烘烤技术上，品种由少叶形到中、多叶形

再到少叶形；栽培方式由丁字烟合理稀植

到高密度的排塘烟、满天星；施肥方法由

农家肥合理施用到以化肥为主的重氮轻磷

钾；烤房由小型到大、中型再回到小型；

烘烤技术由中温高湿到高温高湿，凭经验

摸、闻、看掌握火色；病虫害防治由不重

视到基本重视。种植面积一直在2万亩以

下徘徊，占全县总耕地面积从未超过

10％，少数年份低于2％。烟叶收购量在

1978年前从未上过百万公斤，烤烟经营税

收一直处于200万元以下水平。

1984至2003年的20年，是新平县烤

烟生产长足发展的20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

引下，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发展烟草产

业的信心更加坚定。1984年1月，组建了

新平县烟草公司，3月，成立了烤烟生产

领导小组，理顺了多年来存在的种种弊端，

形成了人、财、物，产、供、销一条龙的

经营新体制；从烤烟育苗、移栽到烟叶收

购、交售、调运，全县各级政府、经济部

门、烟农通力合作，通过经济利益和行政

措施调动积极性，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的

烤烟生产新局面；进行优质烟综合示范区

和规范化栽培实践，总结出了适合新平特

点的三化(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

两膜(薄膜凸架育苗、地膜覆盖栽培)、

一袋(营养袋假植排苗)、双配套(烟肥、

烟水)科学种烟新技术；进行水浇地工程

建设，引水上山，不仅解决了山地烟的用

水问题，还解决了部分山区人畜饮水的困

难；先后两次取土样化验，结合土壤类型

与养分，合理制定烤烟施肥方案，对传统

的施肥方法进行全面改革；开展烟草病虫

害预测预报，进行有效、综合防治途径研

究；不断引进先进的烤烟育苗、栽培、烘

烤新技术，提高烟苗和初烤烟叶质量。

1984年与2003年相比，烤烟种植面积由

1．94万亩发展到6．2万亩，总产量由

265．5万公斤上升到918．75万公斤，中上

等烟比例由68．8％提高到73．14％，种烟

亩产值由252．41元增加到1 084元，上缴

税利由196．65万元增加到2 180万元。20

年间，烟农种烟总收入达8．25亿元，平均

每年4 125万元；烤烟经营共实现税费

3．17亿元，平均每年1 585万元，1994至

2003年上缴专营利润4 720．7万元，平均

每年472万元。

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新平县境内在

民国时期就有商人用马帮从玉溪、昆明驮

进卷烟销售。1951年，新平商人还请人手

工自制纸烟出售。县内卷烟，历来从县外

购进销售，尤其在1950年至今的50多年

来，均按指令性计划分配供应和销售。

1958至1994年的30余年中，卷烟销

售基本按计划经济模式运行。此间的卷烟

批发，主要由业务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业务

部门的分配数量，由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集体讨论向销售门店进行再分配，同时留

有一定数量的卷烟由相关领导依情况进行

特供。1987年云南省卷烟销售工作会议曾

明确指出，卷烟品种及数量的分配，应适

当照顾农村市场，以发挥基层供销社、个

体户的经营积极性。甲级烟的分配，要在

政府的支持下，保证有3至4％的数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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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市场，不得挪作它用，更不能留作领导

批条子。1958至1983年间，卷烟供应数

量波动较大，最多的是1959年，为1 124

箱，全县人均达2．5条，而20年后的1979

年，却为832箱，全县人均仅达0．96条。

自1984年后，卷烟供应数量就比较平稳。

自1995年起，卷烟销售开始按照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专卖的要求，

培育、建立以企业为市场主体、在专卖体

制下的市场流通体系，破除地区封锁，铲

除妨碍流通的道道关卡，减少中间环节，

转变经营观念。1996年，新平县烟草公司

卷烟经营观念和方式开始转变，对县内卷

烟市场的供货方式、供货渠道、供货对象、

供货价格等方面进行集体研究，并接受群

众监督；1997年，新平县烟草公司开始进

行卷烟批发零售网点建设；1999年，新平

县卷烟批发开始实行送货制；到了2001

年，新平县卷烟销售观念和方式有了根本

性转变，开始了以情促销。

1985至2003年，新平县卷烟销售环

节共上缴税费4 239．3万元，平均每年223

万元，1996至2003年上缴专营利润

1 655．85万元。平均每年207万元。

四

作为新平县“两烟”产业主管部门的

新平县烟草公司，在省市烟草公司的大力

支持和新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20年来始终全力以赴抓好全县“两

烟”产业的发展。制定生产经营承包责任

制，调动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降低费

用，提高经济效益；制定岗位责任制，明

确各岗位职责和任务，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坚持安全工作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创造了20

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的好成绩；对烟叶

收购和卷烟销售严格执行专卖政策，坚决

打击违反专卖政策的不法行为，维护“两

烟”市场秩序；严格财务管理，认真当家

理财；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职工

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1985至2003

年，公司累计实现利润1．18亿元，平均每

年实现利润620万元。2003年末，拥有固

定资产3 700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坚定步伐，

新平县“两烟”的经济效益稳步上升。

1984至2003年，累计上缴税费3．59亿

元。平均每年上缴1 795万元；1994年至

2003年上缴专营利润6 376万元，平均每

年上缴637．6万元。烟农种烟亩获纯利由

1984年的24．37元增至2003年的397元，

增长1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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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万历十九年(1591) 大批汉人迁 1974年 新平县开始发放烤烟预购定

人新平县境，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晾 金。

晒烟籽种。

民国4年(1915) 新平县城有8户

商号经营烟丝，当时称黄烟、刀烟，为晾

晒烟加工而成。

民国35年(1946) 新平县平山镇

东关商人张顺明，从昆明带回美烟“金

元”籽种，自己留用部分，部分送给一些

亲友。次年，张顺明在扒技里种植美烟

100余亩，建盖烤房3座，先后投资9 000

余元半开，烘烤出烟叶1万余斤。

1952年全县人均消费卷烟0．07条，

为有资料可查的最低年。

1954年新平县人民政府决定发展烤

烟生产，设立了专卖公司；从江川、玉溪

购进烤烟种籽；种植烤烟376亩，收购烟

叶14 000多公斤。

1976年新平县烤烟种植面积经长期

徘徊后再闯万亩关，达10 021亩。

1979年 由偏重产量转为重视质量；

新平县烤烟收购开始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1980年新平县烤烟生产开始向既重

视产量，又重视质量方向发展；自当年起，

对烟株提倡封顶打权。

1981年新平县烤烟种植面积再迈万

亩台阶，并开始持续发展，连年攀升。

1982年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和管理模

式的改革，新平县烤烟生产、经营管理方

式也发生重大变革；新平县烤房建设逐渐

向建盖小型烤房、供一家一户或几家联户

使用过渡。

1983年9月，国务院颁布《烟草专

1955年新平县烤烟种植面积突破千 卖条例》。

亩关，达2 766亩。

1956年新平县烤烟种植面积突破万

亩关，达19 071亩。

1957年新平县开始在烤烟栽培上试

用硫酸钲、磷矿粉，开新平县烤烟施用化

肥之先河。

1984年1月，建立新平县烟草公司；

在烤烟生产中，有的区在纯化品种方面急

于求成，把有的烟农种下的其它品种烟苗

拔掉重栽“大金元”，结果因栽种节令延

迟而减产；从外地调进的67．5公斤烟籽，

移栽后出现早花，烟株高矮不一，有的长

出老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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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新平县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县

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开始超10％。

1986年座落在新平县桂山镇西园路

上段、占地面积1 120平方米的新平县烟

荜公司办公、宿舍、卷烟仓库、门市部建

筑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

1987年开始推广营养袋假植培育烟

苗；首次测土确定烤烟施肥配方；启动烟

区水浇地工程建设。

1988年新平县旱情特别严重，烟区

不少村社家家户户挑水栽烟，最终烤烟还

是损产128．5万公斤；开始试行计划分配

与自由选购相结合销售卷烟，名烟价格同

时放开。

1989年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工作会议

决定，各县不再用卷烟串换烤烟专用化肥

等生产资料和粮食，由地区统一串换。

烟。

1990年新平县烤烟移栽消灭了排塘

1991年8月，座落在新平县桂山镇

幸福路中段、投资99．27万元、建筑面积

3 618平方米的新平县烟草公司办公、住

宿、食堂、卷烟批发门市部及仓库建筑工

程竣工，新平县烟草公司由西园路乔迁幸

福路。

199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开始施行；1月6日，新平

县卷烟销售价格放开，由国家定价改为市

场调节价；停止了6年来的烤烟良种繁育

工作，引入烤烟包衣种籽；烤烟移栽消灭

了丁字烟和梅花烟，全县实现了独垄化栽

培；8月底，新平县烤烟全部、干净、彻

底地封顶打权，从而结束了不封顶打权或

不完全封顶打权的历史；烘烤烟叶开始推

广使用技术图表、钟表、记录表和温湿度

计；引进烤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是年，

全县人均消费卷烟6．63条，卷烟销售金额

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7．37％，

为历史最高年。

1993年新平县开始于谷雨节令移栽

烤烟；在扬武、新化开办农函大烤烟班。

1994年新平县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县

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21％，为历史最高

年；全县烤烟育苗100％采用营养袋假植

法；6月15日至7月8日，因降大、暴

雨，全县烤烟受灾面积达26 754亩，占总

种植面积的41．68％。

1995年 全县使用包衣种育苗率达

100％；玉溪卷烟厂内部用烟改供正品烟。

1996年为养烟叶成熟度，红塔集团

出台“凡7月1日以后因养成熟度而遭受

冰雹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赔多少，

集团公司也赔多少”的政策；全县开始执

行烤烟40级国家标准收购烟叶；烟农亩收

益772．64元，全县种烟收入9 914．21万

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5．03％，种烟

亩收益、全县种烟总收入为历史最高年。

自当年起，卷烟经营观念和方式开始转变。

1997年 在仁和、黎明、耀南、平

田、盘龙、中寨、挖窖、马鹿、瓦寺9个

村公所试种烤烟1 243．4亩；当年，是调

田种烟最多的一年，全县种田烟4．04万

亩，占烤烟种植面积的64％；引进立式热

风室烤房新技术；卷烟购进开始实行送货

制，卷烟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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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

施条例》。

1998年 50多天连续干旱，6月中

旬，各级领导发动烟区群众利用拖拉机等

能利用的工具抗旱保苗；新化烟叶站开始

按《玉溪地区预测预报方案》调查病情指

数和虫情，进行烟草主要病虫预测预报模

型探索研究。

1999年新平县卷烟批发开始实行送

货制。

2000年新平县开始使用漂浮、湿润

育苗法培育烤烟壮苗；是年，全县种烟

67 750亩、烤烟总产1 024万公斤、中上

等烟占88．9l％，创造了新平县种烟史上

面积、总产、质量最佳成绩；全县推行封

闭式密码收购线，为新平县烤烟收购方式

的重大变革。

2001年 6月，新平发生特大洪灾，

6 419．8亩烤烟受灾，间接损失219．6万

元，水毁烟区公路418公里，58座烤房被

水冲。灾情发生后，新平县财政局、烟草

公司拨出烟区路水毁抢修保通经费80万

元，红塔集团拔给烤烟受灾补偿费54．12

万元，新平县保险公司赔偿“三灾”损失

费125．6万元；当年，卷烟销售观念和方

式有根本性转变，开始以情促销。

2002年新平县烟草公司科技推广站

开始在漠沙热区进行10个烤烟品种比较试

验，以适应红塔卷烟工业配方需要，还与

县农业局植保站合作，首次定点定户对下、

中、上部鲜烟叶取样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当年，烤烟轮作问题首次被提到烤烟生产

的重要议事日程；新平县烟草公司科技推

广站与县农业局土壤肥料工作站协作，在

种烟区采集土样化验，开展植烟土壤环境

与平衡施肥配套技术研究。

2003年在新化、老厂、建兴3个乡

开发种植烤烟3 000亩，以适应轮作需要；

全县推广使用微电脑烟叶烘烤指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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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 “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

长圆状披针形，总状花序生在茎的顶端，

花冠漏斗形，筒部粉红色或白色，裂片红

色，结蒴果，卵圆形。叶是制造烟丝、香

烟等的主要原料。”航海家哥伦布在美洲

首次发现烟草(1492)之前，云南省境内

就有人采集和吸食烟草。明代张介宾在

《景岳全书》中记述，明洪武十四年

(1381)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明军西

征入滇期间，“求其习服之始，则问以征

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疾，独一营

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

传遍。而今西南一方老幼，朝夕不能间

矣”。李国坚在《阿瓦人辛酸的往事》的

采访记中写道： “传说很久以前的一天，

头人岩山到邻近部落喝酒，走到一片古木

参天的原始森林里，感到很累，便靠在一

棵大青树下歇息。不料，这棵树上的一条

蟒蛇正饥肠辘辘，见了岩山就张开血盆大

口，企图将他吸到腹里充饥。在这万分紧

急的时刻，岩山只觉得昏昏沉沉，好象有

一股磁力要把他提起来似的，他以为是疲

劳过度的缘故，忙挣扎着从腰间掏烟斗装

上自种的兰花烟，用火石加艾草打火点燃

抽将起来，当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袅袅升

腾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闻到烟味的蟒蛇

就象打麻醉剂一样，渐渐闭上了双眼，合

拢大口，垂下了头。这时吸了一阵兰花烟

的岩山也清醒过来了，他抬头看见昏厥的

蟒蛇，想到了抽烟与防蛇的关系。从此，

旱烟抑蛇防身之说传遍家家户户，头人明

谕：凡属阿瓦人不分男女都要抽烟，于是

抽烟的习俗就这样沿袭下来了。”20世纪

70年代后期，新平县的平掌、建兴、水

塘、者奄、老厂、新化、扬武、平甸等地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许多妇女也随身携带

瓦砣螺，身背背箩爬坡、田间地头、晚间

围坐火塘、街天摆摊等随处可见吸食烟草

的情况。小孩肚痛，大人常用从烟斗中掏

出的烟屎涂于肚脐止痛。不知从哪年兴起

的彝族烟盒舞，至今仍然十分时兴。烟味

能防虫蚵蛇咬之说，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据山东兖州、河南邓县、云南昭通地

区的传闻，现今的烟草是三国时期诸葛亮

在与孟获作战时，孟获战败送给诸葛亮一

种能避瘴气的云香草，经后人不断地选育、

长期栽培而成的。现今的烟草，根据加工

方法的不同而分为两类，即晾晒烟和烤烟。

第一节晾晒烟

晾晒烟的加工方法是以晒为主，晾晒

结合，因而称之为晾晒烟。新平县境内，

把晾晒烟称为土烟、老草烟、老粗烟。

新平县境种植晾晒烟究竟源于何时，

查现有资料无从得知。清朝道光时期编纂

的《新平县志》载：早在周秦时期，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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