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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上杭县委书记 张志南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的编纂出版，是上杭

县烟草行业的一件喜事，也是行业志编纂工作的

一件大事。

· 上杭县烟草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末清初，

稔田：蓝溪、庐丰一带开始种植晒烟，以晒烟为

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条丝烟，以输出为主，在江

西、湖南、上海以及福建各地久负盛名，产量最

多时达500多吨。建国后，烤烟引种成功，并且

迅速发展，其种植面积1972年突破666．6公顷

(1万亩)，1982年突破2000公顷(3万亩)，尤其

’是1 984年上杭县烟草公司成立后，本县认真贯彻

“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



方针，积极推行“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的

科学种烟措施，短短几年时间，上杭成为全国31

个出口烟生产基地县之一。1 992年，全县种植烤

烟4613公顷(6．92万亩)，收购烟叶6646．2吨，

实现原烟税收入800多万元、农民售烟收入近

4000万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烤烟已成为上杭

县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 ，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遵循存真求实、实事

求是的原则，记叙了上杭县烤烟的发展历程，追

述了烟草事业发展的重大措施和优惠政策，在自

然地理条件、烟草种植、烘烤、收购、调拨、烟

叶出口、烟品经营、烟草专卖管理以及烟草科技’

教育、机构、管理等方面，为广大烟草工作者提

供了系统、翔实的资料，值得一读，以启迪当代，

惠及后人。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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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二

上杭县嚣莓器李榕龄
县烟草种植，有悠久的历史。过去，上

曾远销本省福州和湖南、江西各地。建

国后，烤烟生产迅速发展，上杭成为全国31个出

口烟叶生产基地县之一。上杭县烤烟以其优良的

质量和崇高的声誉，已经走向世界。1 992年，上

杭县烟草公司被评为全国烟叶生产收购先进单

位，烟草已经成为上杭县支柱产业之一，种植烟

草已成为乡镇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门路。

在经历了认真的资料搜集、整理、编写和审

定之后，《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今天奉献给同志

们，这是本县烟草行业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它

将为全县烟草行业干部职工鉴古知今，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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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

同心协力，继往开来，推动上杭烟草事业上新台

阶，谱写新的篇章起重要作用。本志力求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体例规范、行文简洁，并富有地

方特色，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价值。但是，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加上编写时间较短，有关历

史文字资料匮乏，所以谬漏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在《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的编纂过程

中，得到福建省、‘龙岩地区烟草分公司领导、上

级烟草志办公室以及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同

志的热情指导，得到全县各基层站厂以及有关部

门和广大烟草工作者的支持配合，通力协作，实

际上本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为编写
。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出力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

的谢意1

1993年8月25日



凡 例

一、《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上杭县烟草业

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

统一。

二、本志贯古通今，略古详今，上限不限，下

限截至1992年。

三、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

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概述部分综述上杭县烟

草业情况，总揽全志；大事记以时为序，以编年

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全县烟草业的历

史大事；专志按烟草种植、加工、购销经营和管

理等分章节叙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寓观点

于史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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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中

国历史纪年，农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民

国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同一自然段内只在

首次出现时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

“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数据一般采用上杭县统计局汇编资料，个

别统计局缺的，采用上杭县烟草专卖局和有关部

门提供的确切数字。表示数量、百分比、几分之

几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和专门名称用汉字，万

位以上数字，用万作单位。计量单位除个别旧制

单位不宜换算之外，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规定记载。货币，按当时币制记载，建国初发行

的人民币一律换算成现行币制。

六、7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旧志、报刊、专著

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严格考证鉴别后载

入，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再注明资料出处：

]J{JlIIllIJ】j11|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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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抗县烟荸公司 · 烤烟收购点

正多 烟荸站及收购点 。 烤烟临时收购点
·

召 烤烟辅导站及收购点 占 复烤厂

1％痧 俦烟新区开发站及收购点 ．
1 992"年度·

图1上杭县烟草系统机构及收购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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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上杭县地处闽西，与龙岩地区的龙岩、连城、长汀、武平、永

定县(市)毗邻，西南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接壤。总面积2848

平方公里，有耕地2．5万公项(约37．62万亩)。1992年底，全县

22个乡(镇)、339个行政村，总人口45．87万，农业人口占90％。

上杭境内群山绵延，丘陵起伏，河流交错。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夏长而不酷热，冬短而不严寒，干湿季节分明，雨量相对集

中，灾害性天气较少，气候条件适合于烟草种植。

上杭县的地形大致可以分为西南部丘陵盆地、中部丘陵和东

北部山地三部分。西南部丘陵盆地的7个乡镇、125个村，地形开

阔，光照充足，海拔大多在300米以下，其耕地占全县总耕地的

39．2％，是上杭县烤烟的主产区I中部丘陵低山区，包括7个乡

镇的全部和5个乡镇的部分，共计138个村，其气候条件虽然不

如丘陵盆地区，但是经过70年代的试种，不断总结经验，80年代

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上杭县烤烟新区和发展区，这部分耕地占全

县总耕地的39．9％；东北部山地包括3个乡镇的全部和4个乡镇

的部分，共76个村，系较寒山区，其耕地占全县总耕地的20．9％。

自从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农民解放思想，根据该区的气候土

壤条件，扬长避短，科学安排烟稻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由

过去零星种植，逐步发展，蛟洋等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上杭县烤烟

伊1

‘-·---‘‘’L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

新区和发展区。

明末清初，上杭县的稔田、蓝溪、庐丰已开始种植晒烟。《福

建通志》卷28记载：清代，汀州府八县“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

三四。”而福建省最优等的盖露烟“皆杭、永人为之”。

民国5年(1916年)，上杭县年产条丝烟150吨。民国25年，

烟丝产量1万担(折500吨)，总值25万元(法币)。除在本地销

售外，主要运销本省福州和江西、湖南等省，年输出值7万余元

(法币)。建国后，随着烤烟的引种和人们吸烟习惯的改变，晒烟

种植逐渐减少，1976年开始，县内已不再种植晒烟。

1949年冬，本县稔田乡农民首先从永定县坎市引种烤烟成功

后，逐渐发展到蓝溪、庐丰、城郊一带。县、乡党委和政府重视

和加强对烤烟生产的领导，农业和供销部门积极指导，帮助烟农

发展烤烟生产，做好产前、产中、产后各项服务工作。至1960年，

全县种植烤烟641．8公顷(9627亩)，由于当时粮食比较困难，田

管工作差，总产334．9吨，每公顷产烟522公斤(亩产34．8公

斤)，当年收购烤烟2,,08吨。1961年，烤烟面积下降至148．1公顷

(2222亩)，每公顷产282公斤(亩产18．8公斤)，收购量仅34．1

吨。此后，经过国民经济调整，1963年，全县种植436．4公顷

(6546亩)，总产373．5吨，收购366．3吨。后来，由于“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连续4年烤烟生产又下降。70年代开始，烤烟生

产发展迅速，1972年，全县烤烟已超过666．6公顷(1万亩)。当

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倡烤烟上山，提倡种植冬烟，为确

保粮食种植面积，强制在“立夏”前砍烟种稻，因此，烟叶产量

低，7质量亦差。 ’

1980年，全县种烟1033．3公顷(1．55万亩)，总产909．5吨，

每公顷产877．5公斤(每亩产58．5公斤)。1982年，全县农村全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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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面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种烟2053．3公

顷(3．08万亩)，13／4改为种植春烟，总产2479．5吨，每公顷产

1209公斤(亩产80．6公斤)，收购2261．5吨广其中上中等烟占

76．42％，其种植面积、产量、质量均达到本县历史最好水平。

1983年，由于连续遭遇冰雹、暴雨等自然灾害，全县有800

公顷(1．2万亩)烟田受灾，占当年实种面积的60．9％，总产下

降至1097．8吨，每公顷产838．5公斤(亩产55．9公斤)，收购量

435．5Ⅱ屯。 j 。

： 1984年上杭县烟草公司成立后，县加强对烤烟生产的领导，

积极推广401等当家品种，推广假植苗，同时重点扶持专业户发

展烤烟生产，产量恢复到2074．1吨，每公顷产1195．5公斤(亩

产79．7公斤)，收购量1583．2吨。， ：一

：1985年j上杭县烟草公司发放36万元预购定金，重点扶持重

点户、专业户，1．并且开展新区开发工作，全县种植烤烟2760公顷

(4．14万亩)，总产3203．4吨，。收购2650吨．，再创本县烤烟种植

历史最好水平，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表扬： +一～
、

1986年，县引进G一28等外引品种获得成功，上杭被确定为全

国31个出口烟叶基地县之一。
。’

1987年，上杭县出口烟叶样品在全国博览会上评比获得第二

名。1988年，县进一步提出巩固老烟区、重点扶持新烟区，实行

烟粮脱勾，以烟养烟，增加生产扶持费等政策。 ，

1989年，全县种烟2726．67公顷(4．09万亩)，收购烟叶3160

吨。1990年，全县种烟3380公顷(5．07万亩)，其中外引品种2380

公顷(3．57万亩)，占全县种烟面积的70．4％，上杭县成为全省

推广外引品种最多的县。

1991年，中共上杭县委、上杭县政府召开烤烟工作会议，县
! ．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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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上杭县烟草志

委书记丁仕达提出，要用振兴上杭经济的战略眼光来重视烤烟生

产发展，抓住机会，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单产和烟叶质量，争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会议确定“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

高单产、增加效益”为生产指导方针，全面抓好种植等措施的落

实，抓面积，上质量，增效益，争取上杭烤烟生产上新台阶，并

出台一系列鼓励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年，全县种烟3553．3公顷

(5．33万亩)，外引品种占99％，收购烟叶3601．6吨，上等烟占

22．23％，黄烟率达98．24％。

1992年，上杭县以主攻质量为中心，把推广落实规范化、标

准化新技术摆在首位，全面推广种植外引品种、营养袋育苗，全

面进行耐氨固氮菌接种、单畦单行种植、根外喷施磷酸二氢钾，并

推行种植春烟，全县种烟4613．3公顷(6．92万亩)，总产8151吨，

每公顷产1770公斤(亩产118公斤)，收购烟叶6646．2吨，上等

烟占38．04％。全县烤烟种植面积、收购数量、上等烟比例均创本

县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年，上杭县烟草公司被评为全国烟叶生产

收购先进单位。

1951年，稔田区枫山村农民利用旧房改建成全县第一座初烤

房。此后，随着烤烟种植面积增加、范围扩大，各地逐步建设和

改进烤烟房。50年代，全县推广使用“地面冷风式烤房”。1960年，

县曾在烤房不足的情况下推行过快速烘烤法，以缩短烘烤周期。60

年代，改为使用“隧道热风式烤房”，改烧柴为烧煤。80年代，为

适应各家各户种烟烘烤的需要，县推广热风小烤房，县财政还拨

款资助新烟区烟农建设群体烤房。烘烤方法，从“闭窗烤”改为

“开窗烤”，既降低煤耗，节省费用，又提高烤烟质量。起初，各

地均用初烤房土办法复烤烟叶。1986年，上杭县建成复烤厂，使

用蒸汽复烤机复烤烟叶，把复烤、冷却、回潮几道工序连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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