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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本志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91

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详市区略县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记述原则．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1991年12月底的湘潭市

行政区域。对于原地委、行署和有关局、公司的重大决策

和重大活动，作扼要记述，涉及原地区的有关人和事及历

史沿革也有提及，以不割断历史。 ，
。-

三、本志称新中国成立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1949年的各项数据视为新中国成

。立前的范畴． ·，
-

、四、本志对各个时期的行政机关称谓不变，如人民公

社化时期称公社、大队、生产队，1984年以后称乡、镇、村、

组，1986年9月和1991年6月前后，分别称湘乡县，市，

韶山区、市． ．．

五、本志称全市(境内、市内)包括雨湖区、湘江区、

板塘区、岳塘区、郊区：湘潭县、湘乡县、市、韶山区、市；+

称市区包括雨湖区、湘江区、板塘区、岳塘区、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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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例

六、本志对纪年的书写，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及月、日

用阿拉伯数字，民国以前的历史朝代纪年及夏历(农历)月。

日用汉字。历史朝代纪年先写朝代、年号，再用括号内注

公元年份，民国时期每面开头注明一次，以后省略．

．七、本志采用述、记、图、表、录等体裁，按照事物

的领属关系设置篇，章、节、目．坚持横排纵写，以纵写．

为主，纵写又有分期法、编年法、纪事本末法、点面结合

法和归纳法等．需要注释的，采用面尾注释。

V。八、本志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换成法定计量单位，重

“量用吨、公斤，耕地、种植面积用市亩，卷烟以大箱为单

位计算；5小箱为一大箱，或250条为一大箱，1～5位为 一。

， 绝对数，6位以上数字以万、亿作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_。。数。1955年前的旧人民币均折成新人民币．民国时期用过

二一的银元、法币、金圆券未变。
一

。

。。‘

九、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以湘潭市统计局的数字为

准，市统计局没有统计的则以副食品公司、烟草公司和农

业部门统计的数字为准．‘ 。

，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市、‘县档案馆、市图书馆、地、县

商业局副食品公司、市、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地、市农

业局、供销社等单位，以及调查有关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
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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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湘潭市烟草志》系湘潭市烟草行业志，包括凡例、序

言、概述，大事记、烟叶生产、烟草加工，烟叶、丝烟、卷

烟购销、储运、科技、教育、烟草专卖、企业管理等l述、

8章、23节、16目j共计12．53万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已编纂问世． 。 。
。

十‘

、 ．：湘潭市烟草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比较全·

面、系统地记述湘潭市烟草种植、培管，制作工艺、。加工

程序．卷烟购销、’储藏运输、科研、教育和专卖管理等方

面的兴衰起伏、因果关系、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发展规

律，从内容到形式体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它

不仅帮助烟草系统的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湘潭烟草业，为

， 指导当前烟草经营管理提供历史经验和有益借鉴，而且是

一部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起到。资

治、教化、存史一的作用．
‘

烟草及其制品是一种高积累的、有害人体健康、容易

． 盲目发展的特殊消费品，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是使烟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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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流通领域内受到一定限制，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曾多次提

出过烟草专卖制度，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新中国成立四

十多年来，．各级烟草部门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通过执行烟草统购包销和烟草专卖的政策，湘潭市的

烟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1984年底全市烟草系

统，按照国家规定，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专卖体制以

来，成绩更为显著，卷烟销量、销售总额、利润总额和上

交税金逐年增加．但是我们不能满足现状，要清醒地看到

在烟草管理上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一定的差距，应以历史

为鉴，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坚持烟草

专卖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继续走好转换机制，依靠科

技，调整结构，搞活经营，强化管理，提高效益的路子，促

进全市烟草事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湘潭市烟草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湖南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市财委、市志办等上级领导机关和原湘潭市

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局长、经理、党组书记余寿皇同志

及其他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高长生

一九九四年六月



概述5

述。

‘ 湘潭市辖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雨湖区、湘江区、

岳塘区、板塘区、郊区．1991年末，全市总户数76．36万 ．

户，、总人口267．67万人，为全省的4．32％，其中非农业人

口60．6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2．65％I耕地面积188．8‘

万亩，其中水田168．94万亩，按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占

。 有耕地面积0．705亩，比全省人平低0．1亩左右。 ‘，。

·湘潭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湘江下游，地处北纬27。

20’55一～28。05’40艚，东经111。587"---113。05’，东西宽108公

里，南北长81公里，北与宁乡县、望城县、长沙县接壤，

东与株洲市区、株洲县交界，南与衡东县、衡山县、双峰

县毗邻，西与娄底市相连．全境面积5015平方公里，占全

。省面积的2．388％．境内山丘环绕，地势起伏较为缓和，反

差强度不大，境域多在湘江左岸，水系分布呈树枝状，涟

水、涓水为主干流，还有51条长度超过5公里的小河溪，

经涟、涓二水或直接汇入湘江，大小河川纵横交错，水库、

塘坝星罗棋布，水运、水利条件较好．河流的流向与地貌

轮廓、地势特点基本一致．境内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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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区，年平均温度在16．7"．-17．oC之间，年平均日照时 。

数为1640．-',-．1700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1450毫米，

无霜期为273-'-'283天，耕型土壤水田以水稻土为主，旱土

以红壤为主，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量集中，

严寒期短，暑热期长，土壤肥沃，有利于各种农作物的生‘

长，但春温多变，夏秋多旱． r

。，

。湘潭市种植烟草，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1573"-"

。1620)，烟草自福建传入后，湘潭县的刘家围子(今花石区

盐埠乡润塘村一带)开始种植。清乾隆时(1736"-,1795年，

前)，已有较大发展，产品分红片，白片两种，红片系晒晾 。

烟、土烟(因色深红得名)，多为农户自种自用f白片指晒

黄烟(因色淡黄得名)，多作丝烟原料．鸦片战争后，福建

条丝烟传入，湖南仿制闽烟者多，晒烟(eP晒晾烟，下
‘

同)种植面积甚广．清末，民初，国产卷烟和国外卷烟经

长沙进入湘潭市场，湘潭已成为省内一大烟草日岸，烟叶

年销量约5000吨，福建条丝烟输入总值不下60万银两。民 。

国15～23年(1926,'---1934)，切丝烟、条丝烟与卷烟同时

销售．民国24年，湘潭县城条丝烟店、切丝烟店和经营卷

烟的商号均有发展，年产烟丝居全省首位．民国25年土烟

种植几乎遍及每个农家，有。无烟不农一之说。晒烟种植

亦有较大发展，湘潭县已成为湖南省土、晒烟生产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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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钲种植土烟5430万土(1万土等于3．2市亩)，年产烟叶

160Q吨。民国29年0940)，湘潭县城经营卷烟的商号增

到24家，从业人员36人，拥有资本2．4万银圆．民国30

年，国民政府准备实行烟类专卖，后因日寇入侵，未能实

行。民国30"-'33年，国民政府明令限制种植烟草，水田绝
7

对禁种，早土种植面积不得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烟价暴

， 涨，农民照常种植。民国31年，湘乡县城关克伦卷烟厂自
’

产手工卷烟上市。民国32年，湘潭县、湘乡县城条丝烟店

发展到60家，切丝烟店发展到33家，经营卷烟的商号发

展到44家(其中湘乡县19家)．民国33年6月，日寇入 -

侵，湘潭、湘乡相继沦陷，烟店遭劫停业，市面萧条．抗

日战争胜利后，烟店恢复营业，继续从上海、汉口等地进

货，美国卷烟大量涌入，境内手工卷烟渐趋低落，晒烟有

所发展．民国36年，境内晒烟种植面积10860万土，烟叶

总产量3151．6吨，经营卷烟的商号发展到48家，条丝烟

店53家，切丝烟店28家。之后，内战又起，货币贬值，苛

捐杂税奇重，烟价暴跌，晒烟种植面积减少，号称卷烟首

户的瑞源烟行生意衰落。
’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以利恢复’

国民经济，境内卷烟生产与销售基本上处于自由竞争状态，

价格波动，市场混乱。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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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口增加，人民购买力提高，卷烟消费对象逐渐变化。’由

吸旱烟、水烟普及到吸卷烟，由城市普及农村，由干部：工

人普及农民，城乡市场销售几乎为卷烟所代替．卷烟批发

开始由国营土产贸易公司后由国营商业百货公司经营，国

营、集体、个体商店零售。1953年上半年，市、县贯彻执

行国家颁布的‘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和．：专卖事业组

织条例》，先后组建专卖事业管理处、专卖事业公司，准备

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后因条件不具备，遂于是年7月改

对烟草及其制品逐步实行统购包销政策，由专卖事业公司

接管百货公司经营的卷烟业务，在城镇设立卷烟批发部，对

各种商店和个体烟摊批发业务，在农村设立批发站和批发

商店，对基层供销社和小商小贩批发业务。并按照国家规

定，第一次提高卷烟价格，对农民生产的商品烟，由供销

合作社统一收购．1954年底，卷烟全部由专卖事业公司统

购包销．1955年全市晒烟种植面积4700亩，烟叶产量32,5

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27％和43．2％．是年境内丝烟店

由1950年的55家减至37家，切丝烟店由28家增到30

家，私营烟酒零售店由1950年的48家增到830家(其中

湘潭县595家，湘乡县235家)。卷烟销量由1953年2378

箱增加到2975箱，增加25．5％。1956年1月，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境内丝烟作坊和私营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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