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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吴伯康

湛江烟草种植始于明代，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熟烟、卷烟的制作

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湛江烟草行业历经变革，建国以后，特别是

1983年全国实行烟草专营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变成一个令人瞩目的行

业，行业之中的广东省烟草公司湛江分公司、湛江卷烟厂、湛江卷烟厂廉江

分厂等单位成为湛江市税利大户，为湛江经济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湛江烟

草行业的发展变化，给人启迪和借鉴，很需要有一本烟草志去反映这方面的情

况，为人们从事烟草经营研究和有关工作提供方便。这也是湛江人民的愿望。

湛江烟草分公司编志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要求各

省级公司及分公司、大中型企业均要编写烟草志或厂史”的指示，不避艰

辛，深入粤西有关县市及广州等地，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材料中，一字

字，一句句，找寻湛江烟草史料，同时到处查访历史见证人，请他们提供情

况和资料。在各方面的配合下，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聚沙成塔，集

腋成裘，在分析研究有关资料基础上，编写成这部20余万字的《湛江烟草

志>，这是湛江历史上的第一次，是湛江烟草行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湛江烟草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详今略古，

实事求是的原则，较详细地记述了湛江地区建国前后的烟草种植，烟丝、卷

烟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及机构设置、领导体制、职工队伍等情况，特别注

意用浓墨重彩记述1983年国家实行烟草专营政策以后湛江烟草行业在改革

开放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特别注意着力记述湛江烟叶种植、熟烟生产变化

过程，突出湛江地方特色。志书体例及观点正确，重点突出，资料翔实，语

言流畅，图文并茂，并具有浓厚的湛江乡土气息和时代气息，足以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虽然，由于烟草资料缺乏等原因，志书某些方面

还不尽如人意，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传世之作。

值<湛江烟草志>出版之际，谨写此序，以向读者推荐，并祝愿湛江烟

草行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继续大放异彩。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2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依照“求真存实”方针，记述湛江烟草行业的历史和现状，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二、断限。上限至明末清初，下限至1992年，大事记、职工受表彰情

况延至1993年。个别内容(卷烟工业税、营业税等)延至1994年。

三、地域。本志涉及的地域包括现时的湛江市区及市属的吴JII、遂溪、

廉江、海康、徐闻五市县，兼顾1983年前粤西(湛江)专员公署(行政公

署)所辖的阳江、阳春、电白、信宜、高州、化州、茂名、开平、台山、合

浦等市县。

四、体裁。记、述、图、表、录并用，以述为主。

五、文体。采用现代规范语体文。

六、机构。以印鉴上文字标记为准。中国烟草总公司广东省公司简称为

“省烟草公司”或“省公司”，广东省烟草公司湛江分公司简称为“湛江烟草

分公司”或“分公司”，湛江卷烟厂廉江分厂简称为“廉江分厂”，“湛江卷

烟包装材料印刷厂”简称为“湛江烟印厂”，湛江通利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为

“湛江通利公司”，广东省烟草公司X×县公司简称为“×X县烟草公司”或

“××县公司”，中国共产党×X市(公司)委员会简称为“X X市(公司)

党委”，中国共产党X X厂支部(总支)委员会，简称为“××厂党支部

(总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X×公司(厂)委员会，简称为“×X公司

(厂)团委”。

七、资料。文字资料采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省、市档案馆，各有关单

位收藏的档案材料、<大光报>、<人民报>等报纸及其他书刊登载的资料，

历史见证人经考证确凿的El碑资料，部分图片采用有关单位保存的历史照

片，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注明作者和出处。
。

八、其他。本志中的“建国前”、“建国后”系分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时间采用公元纪年，地名一般注明古今，官职按当时规定称呼，

计量单位按当时当地习惯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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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3

湛江市位于我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行政区域地跨北纬20。12’一

21。35 7。东经109。35’一110。55 7。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东北和茂名

市的化州、电白县相邻，西临北部湾，南濒浩瀚的南海与海南省隔海相望，

总面积12471平方公里，总人口560万人，年平均温度为23．1。C，气温最低

的一月份平均为15．5。C，全年为无霜期，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10。C，积温

为9000。C以上，全年降雨量1481毫米左右。北部多为岗峦起伏的丘陵，南

面多是火山地段，中部有广阔的堆积平原，沿海是连绵的沙地和沙堤。整个

湛江地势比较平缓，没有崇山峻岭，西北高东南低。除廉江北部一小部分为

赤红壤土外，其它均为砖红壤土，土层深厚，日照充足，一年四季可种植作

物，适宜于热带、亚热带作物生长，为我国烟叶生产次适宜区。

．红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前，从交趾(今越南北部)传

人石城县(今廉江县)，开始在廉江县西北部的塘蓬、长山一带种植。明万

历末年，红烟又从福建传人阳春，在春湾一带种植。至清朝，红烟有了很大

的发展，除廉江，阳春外还发展到高州，并初步形成了廉江、高州根子两大

名烟。至民国十年(1921年)，廉江红烟发展到10—15万亩，遍布长山、

塘蓬等12个镇，年产达7000—10000吨；高州的根子、分界、泗水等镇也

大量种植，产量达500吨；阳春、电白也有所发展。产品除供应本地烟商

外，还销往广州湾(今湛江市区)、广州、海口。再通过大商客，销往省外

和南洋等地。民国十四年(1925)后，随着南洋各国奖励种植，加重粤烟入

口关税，和省内鹤山、清远。、罗定、新兴等县红烟生产的发展，以及抗日战

争时期战争的破坏，红烟生产逐渐减少。到1947年，廉江红烟只及多产期

的一半，1945年只有3．14万亩，产量1875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国家停止了烟草产品的进口，国内严

禁私人收购烟叶，国营单位收购烟叶明码标价，进一步稳定了收购价格，使

红烟生产节节上升。1952年红烟种植面积3．6万亩，总产2520吨，1956年

总产量达5445吨，发展到湛江地区所辖11个县。1958—1959年受“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影响，压缩红烟种植面积，产量又回落到2035吨

(1950年的水平)。到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烟叶原料供不应求，出现

了烟杆、烟芽、烟梢均充当原材料调换供应的被动局面。1963年，湛江专员

公署调整了红烟奖励政策，减少派购，超产奖励，完成派购任务的超产部分

可以到农贸市场销售，扶持烟区生产，并恢复冬红烟，使湛江地区13个县

市均有种植，面积达6．62万亩，总产4730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烟产

量又大幅下降，70年代，国内卷烟厂和省内烟丝厂迅速兴办，烟叶原材料

缺El增大，烟区各县土产公司积极扩大种植面积和区域，1973年，仅廉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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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海康、徐闻县和湛江市总产量即超过5000吨。1975年湛江地区所属

各县种植面积达13．4万亩，总产量达10070吨，占全省红烟总产量的

39．9％，是建国后湛江红烟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一年。1980年地区进行

作物布局调整，决定停止不适宜区红烟种植，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农村经济作物增多，红烟比价下降，各烟丝厂又采用低次烤烟叶作原料，红

烟需求量下降，生产量和面积也减少，1984年只有7．55万亩，产量7760

吨。198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将廉江红烟和高州红烟列入全国名凉晒烟，由

国家烟草部门专营；其他县市的晒烟可以进入农贸易市场。国家收购逐年减

少。

1988年，广东省烟草公司考虑建立香料烟基地，引进香料烟品种“莎

姆逊”，于12月在徐闻县种植11．8亩。湛江烟草分公司从湖南引进湘西

“凤凰”烟品种和白肋烟品种分别在电白、高州、化州、廉江、阳春等县种

植。至1990年均因品质欠佳而终止。

湛江地区种植冬烤烟始于1963年，当年信宜县种300亩，产量3．5吨。

随后，高州、化州、阳春、阳江、廉江也开始种植，至1966年，全区已发

展到6．28万亩，总产量3915吨，居各种经济作物面积首位，占全省烤烟总

产量的38％，形成以高州、化州为主，阳春、信宜为次的湛江冬烤烟区，

并被列入全国烤烟发展总体规划。产品由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广州烟叶收购供

应部统一收购，调拨给各烟厂。1967年，冬烤烟面积达16．22万亩，总产

量达6665吨，占当年全省总产量的47．5％。由于发展过快，选地不严，冬

烤烟日照时间短，加上烟叶烘烤加工技术掌握不好，导致低次等烤烟比例

大，产品质量差(严重熄火)。至1968年，烟草“托拉斯”解体，收购调拨

渠道不畅，冬烤烟面积连续锐减。至1970年，只有2．49万亩，产量1695

吨o 1971年，国家要求广东卷烟原料自给。广东考虑到，湛江冬烤烟有不

与粮争地和三四月间上市可解燃眉之急的好处，决定按照“稳步发展烤烟，

努力提高烟叶质量，以品质为主，产质并重，保证供销”的生产方针，扶持

湛江冬烤烟生产。1975年，全国卷烟原材料紧缺时，湛江冬烤烟已发展到

15．68万亩。1978年，冬烤烟面积发展到18万亩，总产量达13900吨，占

全省烤烟总产量的50．3％．除供应本省烟厂外．还调给河南、浙江、福建

等省。1979年，全国烟叶生产回升，供求矛盾缓和。1983年起，供求矛盾

逐渐由数量转移到质量，湛江冬烤烟终因质量不高受各卷烟厂限制调进，至

1985年冬烤烟全部停止生产。

1985年10月，广东省烟草公司召开了全省优质烟叶工作会议。提出了

“计划种植，择优布局，科学管理，主攻质量”的烟叶生产方针。湛江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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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湛江卷烟厂为建立自己的原料生产基地，决定先在高州试种春烤

烟。当年种植G28品种7．2l亩，总产量844．25千克，被湛江卷烟厂初步认

可。以后在高州、化州、廉江三县扩大试种也获成功。1989年后又发展到

信宜、阳江、电白等县，六个县共种24500亩，总产量1558．7吨。1994

年，也因其它经济作物发展较快和地产烟叶品质无多大改善，不能满足烟厂

要求而停止生产。

湛江烟民素有吸食熟烟的习惯，早在清代，吴川、廉江等地就设有烟丝

店，从事烟丝制作和销售。20世纪20年代，廉江县塘蓬镇百莲塘村人黄叔

茂，大塘村人揭琼溪，在本村开办起烟草加工场，并到赤坎、太平、遂城、

雷城、海El等地开设烟店。高州烟贩也到吴川的梅篆、黄坡及广州湾(今湛

江市区)一带开店制作和销售烟丝。通过廉江、高州烟贩的传播，烟丝店遍

及雷州半岛及其附近各县。建国前，湛江的烟草业已较为发达，吴川县烟草

业曾成为全县的八大行业之一，仅梅篆镇的烟丝店就多达19问。廉江县烟

丝店最多时(1941年)达到300问，全县年产烟丝600担，价值120万元。

当时各地的烟草店均为私人经营。规模大小及产量不等。每间店的职工人数

多的有8一10人，少的也有1—2人，多采用手工生产，日产量一般为每人

15—20公斤，产品除在当地销售外，还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1952年11月至1954年9月间，湛江市区及各县烟丝店先后联营，组成

烟丝联营社或联产联销处。1956年，各联营社实行公私合营，成立烟丝厂，

逐步采用机械生产。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产量日益提高。在全市六大家市、

县级烟丝厂(湛江市烟丝厂、徐闻县烟丝厂、海康县烟丝厂、廉江县烟丝

厂、遂溪县烟酒厂、吴川烟烟酒厂)中，大多数工厂的职工人数从1957年

的20—50人发展到1977年的180—190多人，年产量从1957年的60一90

吨发展到1977年的100—800吨，烟丝总产量1957年为384．42吨，到1977

年达到2050．42吨，t988年为高峰期达到2274．24吨，比1957年增长

491．6％。从50年代起，各县、市生产的烟丝，由国家或集体对口商业部门

收购，除在当地销售外，还销往我国广西、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吉林

等地以及苏联、东欧等国。从80年代开始，烟丝逐渐转为企业自销。1978

—1990年，湛江、遂溪、吴川3间烟丝(烟酒)厂先后因调整产品结构而

停止生产烟丝，只剩下徐闻、海康、廉江3间继续生产(海康县烟丝厂搬到

客路)。吴川县烟酒厂停产烟丝后，吴川县重新组建烟丝厂。80年代中后

期，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湛江市霞山区烟丝厂，遂溪县城月烟丝厂，廉

江县雅塘烟丝厂，廉江县青平烟丝厂先后成立，均属区镇级企业。1992年

全市共有上述8家烟丝厂生产烟丝。占全省当年烟丝厂总数(30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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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湛江卷烟工业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40年代就有华侨、华南、南中、

大华美4间私营卷烟厂。这些卷烟厂人员多者有400人，少则几十人。设备

落后，多为手工作坊式生产，产品牌号有“华厦”、“111”、“百乐”、“孔

雀”、“金城”、飞马”等。几间烟厂开办后三四年时间有的搬走，有的停产。

1959年1月，湛江卷烟厂前身一湛江烟丝厂，曾派人到广州卷烟厂学

习卷烟工艺技术。同年7月，制出70毫米“椰林”牌简装卷烟。当年生产

34箱(5万支庄，下同)，此乃建国后湛江生产的第一批卷烟。以后至1964

年，该厂自行设计加工制造了一批卷烟机械，卷烟工艺也有所提高，研制出

一批新产品和雪茄烟。1975年卷烟生产又有了一些发展，1977年，聘请10

名上海师傅到厂指导生产，并研制出乙级“玉兰”牌香烟。当年生产3342

箱．相当于60年代最高年产量的2倍。

1978年8月，经国家轻工业部批准，湛江烟丝厂更名为湛江卷烟厂，正

式成为国家卷烟生产定点企业。当年新增了真空回潮机等一大批设备，年产

量也从3000多箱增至5000多箱。从1979年到1981年，年产量从5275箱

增加到106228箱，产值从338万元增加到6687万元，实现税利从154万元

增加到4240万元，三年迈了三大步。但1982年一1983年，由于国内计划

外烟厂的冲击和前三年生产发展过快，内部基础管理差，产品质量低劣，销

售困难，产量从1981年的106228箱降到1982年的79688箱，1983年

22171箱，产值从1981年的6687万元降到1982年5469万元，1983年1706

万元，实现税利从1981年的4240万元，降到1982年2975万元，1983年

1461万元，企业走入低谷。

1984年，湛江市成立了烟草专卖局，湛江烟草分公司。根据国家经委

的要求，湛江卷烟厂在总结前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进行了企业整

顿，建立了以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基础管理制度。省、市政府又按照当

时改革开放的要求，将湛江卷烟厂列为实行厂长负责制，人事制度改革、工

资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并实行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烟厂三块牌子，一套

人马的领导体制，加强烟厂领导力量。企业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进行技

术改造，引进了首批卷接包设备，特别是广东省烟草公司积极牵头，促成粤

沪烟草联营公司的成立，将湛江卷烟厂作为联营厂与上海联营，征用“醒

宝”作联营牌号，湛江厂负责生产，上海市烟草公司负责包销，解决了湛江

卷烟厂产品销路的问题，湛江卷烟厂产量回升到42045箱，产值回升到

3310万元．实现税利回升到1828万元。但企业仍然亏损700多万元。

1985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与广东省烟草公司组成联合审计小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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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卷烟厂进行了为时一个半月的效益审计。审计小组分析了湛江卷烟厂历

年亏损的原因，帮助企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并实事求是地向

当地政府反映了企业当时的现状和困难，建议市政府给烟厂解决了历史包袱

700多万元。企业当年扭亏为盈，并顺利地通过了全面企业整顿验收。从此，

湛江卷烟厂进入了较长的稳步发展的阶段。1987年产量回复到1981年的水

平，产值超亿元。1988年产值、实现税利双超亿元，至1992年完成年产量

169999箱，产值(90年不变价)33866万元，实现税收15318万元，成为

全国卷烟行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2065万元、一批先进设备和1000多名职

工队伍的中二型企业。

湛江卷烟厂廉江分厂，前身是廉江烟丝厂。1961年开始研制卷烟，它

的第一个牌号是“玉叶’。1961年产量100箱，1964年研制出叶卷“马古”

牌雪茄烟，1973年正式将卷烟生产列入工厂生产计划，1975年搬到石岭广

胜岭后，正式建成卷烟生产车间，开始用机械、手工配合生产卷烟。1985

年12月20日，正式纳入湛江卷烟厂，称为“湛江卷烟厂廉江车间”。1991

年8月，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式批准，成立“湛江卷烟厂廉江分厂”，成为

地方国营烟厂，纳入专卖管理的轨道。其间，廉江分厂分期对厂房、设备进

行了技术改造。至1992年底已有固定资产原值3521万元，职工513人，年

产卷烟48996箱，产值7879万元，实现税利3942．6万元，成为廉江财政收

入的大户。

湛江卷烟工业企业上缴税收，在全市(含五县四区)120多户预算内国

营工业企业上缴税收总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湛江卷烟厂1984年占

15．9％，以后逐年增加，发展到1989年占68．8％。随着改革开放和湛江经

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比重逐步减少，但到1992年底仍占21．1％。

廉江分厂1984年占全市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的5．6％。以后逐年增加。到

1988年占17．9％，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后逐年减少，到1992年仍占

6．7％，为湛江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40年代，在湛江销售的卷烟，产品有来自当地三间厂家的产品，也有

来自国内其它地方十几个厂家的产品，还有少量国外厂家生产的产品，牌号

多达三四十个。这些厂家多以直接在市镇设立烟行代销零销及批发给摊贩等

方式销售，并常以广告、奖售等方式扩大影响，争取顾客，推销自己的产

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卷烟购销由中国百货公司高雷分公司经营。1952年

儿月，由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广东省粤西分公司接管卷烟购销业务，并采用

统购、包销的办法，代销国内天津、青岛、上海等七大烟厂的产品，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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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计划管理，每月底前五天，作出要货计划，经专卖机构批准，一律按

计划进货，并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1956年各县专卖公司经营卷烟

批发零售，专卖公司只负责合乎流转方向的地区的批发业务。其供应不上的

地区，由供销社负责批发、零售。1959年，国家将卷烟列为二类商品，企

图实行集中管理，差额调拨。卷烟流通，由统购包销改为计划供应和调拨。

后由于原料短缺，货源不足，基本无法实施。同年对卷烟实行限量供应。

1960年改为凭证定量供应，70年代，每年卷烟购销最多达到31000箱。

1979年，湛江卷烟厂生产的卷烟列入国家计划，1979—1981年连续三

年由湛江市糖烟酒公司统购包销。从1982年起由于各地计划外烟厂冲击和

湛江卷烟厂自身的原因，造成湛江卷烟厂产品滞销，致当年压仓1．6万箱，

市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和厂长、书记、供销人员不得不背着香烟到东北、西

北、华北、华东等地推销，处境相当艰难。但当时湛江卷烟销量已达5万箱

左右。

1983年10月，湛江市烟草专卖局、湛江烟草分公司成立，开始对湛江

烟草的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集中统一的专卖管理。国家对大批计划

外烟厂实行关、停、并、转(当时湛江地区除湛江卷烟厂外，还有廉江、高

州两间计划外烟厂。实行专卖后，高州烟厂关闭，廉江烟厂因照顾水库移民

安置等问题保留下来，成为现在的湛江卷烟厂廉江分厂，属地方国营烟草企

业)。从此，湛江烟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湛江卷烟流通也开始

出现大进大出的新局面。

从1984年起，湛江烟草分公司通过粤沪烟草联营公司，将湛江厂“醒

宝”、“万事吉”、“富万年”牌卷烟销往上海，每年6—7万箱，后增至9万

箱。1986年湛江烟草分公司又分别与北京、大连烟草公司建立贸易关系，

将“威龙”、“威利登”等牌号销往上述地区，年销量2万箱，后来又陆续开

拓河北、辽宁、吉林、内蒙、黑龙江、陕西、湖南、湖北、海南等市场，每

年通过分公司销往外省的湛江烟达12万箱以上，约占该厂总产量的四分之

三。与此同时，廉江车间也将产品销往北京、南京、以及东北、西北各省

区，并向两湖、两广、江浙一带渗透。1982年一1992年，销往省外的廉江

烟每年约4万箱左右，约占该厂总产量的80％。近年还通过黑龙江、新疆

边贸，使产品流入俄罗斯市场。

在组织地方产品大量调出省外、供应全国市场的同时，湛江烟草分公司

通过省公司计划或调剂方式每年从省内其它烟厂(主要是广州卷烟一厂、二

厂)调供卷烟2万箱左右，从省外的上海、北京、云南的玉溪、昆明、河南

的新郑、湖南的长沙等地调进部分名优卷烟1万箱左右，满足当地市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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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向工商、公安、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收购其收缴不法分子走私进口卷

烟供应市场。湛江烟草分公司卷烟销售从1984年的59325箱逐年增加到

1992年255205箱。呈现购销两旺好景象，营业额也从1984年的6305万元

增到1992年的6．48亿元，实现税利从1984年的105．22万元增至1992年

的3471．5万元，上缴税利从1984年的11．87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1648．4

万元。

烟草专卖体制的建立，为湛江烟草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也为湛江烟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湛江市烟草专卖局自1983年成立

后，陆续在市辖五县成立县烟草专卖局和县公司，完善了机构设置，市、县

两级烟草专卖局在上级烟草专卖局和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行使烟草专卖行政

管理权。在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条例>、《烟草专卖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国家、省有关专卖政策、规章制度过程中，发挥管

理、监督、协调、服务职能作甩。1983—1992年共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6100多份，准运证3834份，至1992年底，捣毁地下香烟加工场2个，

后又捣毁东海岛地下烟厂一间，还查处违反烟草专卖案件4521宗，缴获走

私卷烟220595条(882．38箱)，烧毁假冒伪劣卷烟7600多条，稳定了本地

卷烟市场，保护了合法经营，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打击了非法经营活动。

湛江烟草行业(含五县)现有职工队伍3027人，机构健全，制度落实，

各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对湛江烟草的发展极为重视。湛江烟草行业各级领

导和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烟草专卖法。在深化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的过程中，正在努力探索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新路，决心为湛江烟草的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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