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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欣闻秭归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之故乡，常思亲临瞻仰，

愿。不期行将步入不惑之年，居然有缘投身屈子之乡，与屈

夕相伴，同舟共济，在这片诗的沃土上留下我的脚印，的确

途中一大幸事。

日。烟草专卖局的领导嘱我为《秭归县烟草志》作序，我欣

览阅志稿，百年烟草史，20年专卖专营，一一娓娓道来，跃

然纸上。

秭归县烟叶生产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集中的艰辛

发展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秭归就已逐步形成稳定的烤烟

产区，年均种植烤烟30000亩，并被确认为湖北省烤烟基地县。如今，

秭归已有3个万担产烟乡镇，16个千担产烟村，每年有50000担烤烟

在握。按现行价格，农民每年售烟收入2000万元，地方创烟叶特产税

400万元以上。烟叶生产已发展成为秭归财政增长、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烟草部门在烟草产业发展中成绩斐然。远者不说，从烟草公司成

立之日起。20年发动并扶持、指导农民种植烤烟60万亩，收购烤烟

100万担，农民售烟收入达2．38亿元；共销售卷烟24万箱，销售收入

6．5亿元。烟草公司为国家创烟草税费1．18亿元，为秭归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深知，秭归烟叶生产能有今天的喜人局面，是历届县委、县

政府英明决策的结果，是全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的结果，是烟草部门

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工作的结果。这部跨越百年沧桑的烟草志，一应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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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均已详栽。回眸思过去，昂首迎未来，“群策之为则无不成，群力之

举则无不胜”。全县上下要以史为鉴，精诚团结，坚持不懈，努力将这

条高山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之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好。烟草部门的干部

职工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平衡国家、地方和农民三方利益，在新

起点上创造新的业绩。

值《秭归县烟草志》出版之际，略陈片言，勉其为序。

⋯⋯⋯：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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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公元1866年秭归已有烟叶种植，后随社会发展，烟叶

种植类别、品种增加，面积扩大，逐渐成为农民收入来源之一。1983

年国家对烟草实行专卖专营后，秭归烟草业迅速发展成为县域经济支

柱性产业之一，为秭归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认真发掘、整

理秭归烟草业的起源、发展、兴盛的历史，准确、真实地反映其发展

过程，总结经验，“存史烟草，重鉴后世”，是烟草人的责任。根据上

级统一部署，我们编修此志。

为了编好这部志书，我们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围绕秭归烟草业发展的特点，

对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编纂。全书系统记载了自清朝同治五年至公

元2003年间秭归烟草业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反映了秭归烟草人文历

史、管理体制、机构演化的情况以及烟叶种植经营、卷烟加工、卷烟

流通、专卖专营、移民迁建、综合管理等方面的情况，重点突出了烟

草行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制度以后，秭归烟草近20年发展壮大的

历史。

《秭归县烟草志》是各级领导和编撰人员的心血与汗水，是秭归烟

草全体干部职工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

多位曾经从事过烟草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我们

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同行的支持；为

保证志书质量，各级方志专家也给我们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和意见。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我们向各位领导、专家和同行致以诚挚

的谢意。



编史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期望，这部烟草志能激励

更多的秭归烟草人奋发图强，继往开来，共同创造烟草行业美好、灿

烂的明天。虽然我们在志书编纂中，力求突出行业志书的专业特点、

三峡地理环境的地方特点、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时代特点，使之饱

满醇厚，尽善尽美。但由于该志书编纂的起止时间较长。搜集资料的

难度较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编者

2004年12月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以

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篇目设置：坚持科学分类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突出时代

特点、行业特色和地方特色。卷首设“大事记”、 “概述”，卷末置

。人物”、“附录”及“编后记”；主体部分采用章节体，以行业的生

产、经营和管理的性质分类，类为一章，分设“烟叶”、“丝烟卷烟”、

“专卖管理”、“财税审计”、“综合管理”、“党群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

等六章。按照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原则，章下设节、目、子目三个

层次：分层记述。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表述；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标点符号和数字的用法分别执行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七、本志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历史纪年记事，作

公元纪年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烟草行

业统一管理前、后，以1984年本级烟草公司成立为界。



八、本志计量单位：本志《概述》和综合数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其他记述文字一般使用传统计量单位。货币计量按当时币制记述。民

国前期为银圆。民国24年(1935年)11月4日后为法币。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为人民币。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一律按新人民

币币值计算。

九、本志所用数据，以统计资料为准。凡“社会口径”为县统计

局数据，“统计口径”为烟草公司统计年报，“财务口径”为烟草公司

财务报表。表中空格无数据者划一横线；有数据但无法收集者留下

空白。

十、本志称谓：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不加以

褒贬；国名、地名、机构、职务、产品等，均按当时通用称谓，必要

时加注；习惯简称，书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加注简称后用简称。

十一、本志以“人物”记载曾担任县烟草专卖局(公司)领导、

受到上级单位表彰的人物和劳动模范、单位组建时职工名录。分设人

物简介和人物表。

十二、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书，部分采自书、报

(刊)和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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