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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梅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鄂赣皖三省交界，为鄂东门户。区位

优越，历史悠久，文化昌隆，是黄梅戏发源地、佛教禅宗发祥地，享

有“武术之乡、楹联之乡、诗词之乡、挑花之乡”的美誉。自古物阜

粮丰，民居殷实，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经历代辛勤劳作，县域经济

各行各业均得到长足发展。

黄梅烟草事业的发展在黄冈和湖北烟草行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早在清顺治年间，烟草在停前、独山一带广为种植，清代末叶已

形成较大规模，“古角名烟”盛名远播。民国初年，烟叶年产达6万余

担，居全省第三，并远销朝鲜、德国。民国时期，县内一度实行烟酒

公卖，为今天的烟草专卖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县十分重视发展烟草业，积极扶持烟叶生产。

引进优良品种，推广烤烟技术，发展烟草经济；先后两次试行专卖，

扩大购销渠道，保障卷烟供应。1984年实行烟草专卖管理后，县烟草

系统不断深化改革，勇于探索，创造了卷烟销售网络“全面访销、集

中配送”的“黄梅模式”，在业界有一定影响；针对三省交界卷烟市场

较为混杂的局面，烟草部门严格实行户籍化管理，查处打击违法运销

卷烟行为，有效规范了卷烟经营秩序。在提升行业管理水平的同时，

县烟草专卖局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局机关先后被评为

县级文明系统和市级文明单位。并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形象。

为了存史资治，启迪教化，县烟草专卖局编纂了《黄梅县烟草

志》。该志全面、系统、客观地辑录了本县烟草种植和购销的历史资



料，这是黄梅县烟草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回顾黄梅县

烟草行业发展的历史，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将使全县烟草

工作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从中受到教益和激励。

希望全县烟草系统干部职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努力谱写黄梅

烟草行业新篇章，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黄梅作出

更大贡献。

黄梅县县长： 砂埘g叩I



／。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黄梅县烟草及其制品的种植、加工、

购销、运输、贮存、管理以及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起烟草传人之时，下迄2003年12月。根据“详

近明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84年

县烟草专卖局成立以后的史事。

三、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及各章的志、传、图、表、录组成。行

业诸项，事以类从，同属归并，横陈纵述。

四、标目分章、节、目、子目、细目5级，以目为中心展开记述。

各章除人物外，均以无题序提示梗概。独有的史事设立“专记”，排于

相关章节之后。

五、表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忠于历史，述而不论。概述有叙有

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形式表述。

六、史料以省、市、县档案馆和县烟草专卖局档案室所藏资料为

主，以有关部门资料及经过考辨的口碑资料为辅，均不注明出处。

七、所用数据采自县统计局、县烟草专卖局及有关单位。

八、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一律简称新

中国成立前(或后)；1955年3月前的人民币旧币制一律换算成新币

制。为保持历史原貌，所有计量单位均按当时情况表述。必要时用夹

注交待。

九、纪年，民国以前的用历史纪年，括号中注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均用公元

7 J



年。

十、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世人物用录、表形式记述，

以出生时间为序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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