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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烟草亦然。钟祥市烟草专卖局组织人员，历经三载，完成

<钟祥市烟草志>，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钟祥市地处湖北省中部，历史悠久，地毓钟灵，物产丰富。是明嘉靖
皇帝朱厚熄的出生地，有享誉全球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明显陵。因

此，先后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钟祥烟草

也有较悠久历史，早在明朝末年，就有烟叶种植业。清末有烟丝、烟具加

工。1984年建立烟草机构后，钟祥烟草工作有了新起色，行业有了长足发

展，经营销售量、上缴利税名列前茅，为钟祥市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钟祥市烟草志>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征典

献，博采众议，以求实存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科学、翔实地记述了钟祥烟

草发展历史轨迹和现状，特别是反映了现代烟草人为卷烟市场管理所做

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精神。该志共设十二章，40余万言，图文并茂、专

业突出、结构严谨、文风朴实，是一部资鉴价值很高的良志。
修志重在噜史、资治、教化”。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者

以志为鉴。”<钟祥市烟草志>的出版发行，有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扬长

避短，发挥优势，使后来者得pR．ff-镜旁鉴，循轨继辙，促进烟草工作者奋发
图强，将烟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

新志甫成，仅此片言，权为之序。

中国烟草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2004年1月15日

h



序二

经过三年的努力，<钟祥市烟草志>问世了。它的出版发行，为我们研

究烟草工作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湖北地处中国腹部，地域广袤，物产丰富，商贸发达，素有“九省通衙’
之称。明万历年间，开始种植烟草，随后发展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品种，

现已成为国家烤烟、白肋烟的主要产区。黄冈著名晒烟于1915年获巴拿

马国际金奖。宜昌茂大卷烟厂的开办，为全国最早的民族卷／晤1"r-厂。为

了全面反映湖北烟草三百多年的历史和现状，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竹，省烟草专卖局按照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部署安排，在全系

统开展编修烟草志工作。经过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一部部资料翔实和

内容丰富的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

钟祥市位于湖北中部，汉江中游，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二

千七百余年，是楚辞文学家宋玉的故乡，嘉靖皇帝的出生地，贺龙元帅的

祖籍地。钟祥物产丰富，山川秀丽，堪称荆楚大地上一颗璀璨明珠。明万

历年间钟祥始有烟草种植。清朝至民国时期，建有烟丝铺、手工卷烟作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建有洪兴、建新、钟新、

大柴湖卷烟厂，生产“汉江”、‘嗬花”、‘钟新”等牌名卷烟，年产量2000余
箱，较好地满足了当时市场需求。特别是1984年，烟草专卖机构成立后，

烟草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销售额、利润额成倍增长，年均销售卷烟1．8万余

箱、销售额6000万元。至2003年，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2880万元，实现

利润2747万元，最高年份达到722万元，为钟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钟祥市烟草专卖局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抓好精神文明



建设，组建专班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在全省率先完成志稿。史述兴亡，

志表盛衰，各循其纲，互为补益，<钟祥市烟草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记述了钟祥烟草发展历史，不虚美，不掩过。文笔流畅，语言洗练，图文并

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它的出版，必将为烟草行业各级领

导、各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对钟祥市乃至湖北省的烟草事业

发展有所裨益。

应钟祥市烟草专卖局邀约，恭书短笺以为序。

籼嗡胖==：●声寺2004年8月9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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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市烟草志>历时三秋，即将出版，我谨代表荆门市烟草专卖局表

示热烈的祝贺。

志书充分反映钟祥烟草事业由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钟祥市

烟草专卖局(公司)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国家烟草专

卖局“—要期范、二要改革、三要创新”的行业指导思想，围绕省局提出的

‘‘三限三保”生产经营方针，以专卖管理为关键，以业务经营为中心，不断深

化企业内部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干部职工素质，优化服务质量，

团结拼搏，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卓有成效。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头三年，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专卖

管理工作局面根本好转，卷烟销售网络建设别开生面。卷烟经营一年一个

新台阶。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税额增大，为国家和地方建设作出了较大贡

献。先后被荆门和钟祥市委、市政府授予“最佳文明单位”称号。

<钟祥市烟草志>是钟祥烟草的第一部史书，它翔实记述了钟祥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20年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团结、自强、务实、奋

进的钟烟人浓墨重彩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面对
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希望钟祥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抓住全行业大

整合这一历史机遇，以20年业绩为新的起点，继续顽强拼搏，用自己的智

慧和汗水再创辉煌。

是以为序。

荆门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2004年5月1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新材料，以存真求实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记述烟草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钟祥烟草传入时期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

(1620～1624年)，下限至2003年12月31日。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着

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84年5月钟祥市烟草公司成

立以来的情况。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主要分三个层次：章、节、目，目以下分设子目或

细目。

四、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图

表插入其中。

五、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历史的方法进行编写，各章前冠以无题

小序，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人物传”详

载对钟祥烟草事业作出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故世人物，对在世人物则作

简介；各种统计表和与统计数相关的示意图等随文附于各章节之中；各种

图片、照片作为图录，附加文字说明；附录辑存重要文献、文件，附于本书

或相关章节之末。

七、年代表述：民国以前历代正称并注明公元纪年，夏历和清代以前

历史纪年用汉字，如正月初五、清光绪十年(1884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

伯数字，如民国10年(1921年)。1949年10月以后用公元纪年。国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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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

八、本志在记述中，出现钟祥县和钟祥市两个建制名称，系为1992年

5月20日，国务院批准钟祥撤县设市，此前记述为钟祥县，此后记述为钟

祥市。

九、货币按当时币制记述，价格方面尽可能提示当时的谷物或相关产

品的比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人民币值已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十、计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在引文或其他特殊情况

下出现的非规范的计量单位均加注说明。计量单位表述原则为，质量(如

吨、公斤、斤、两)，长度(如公里、米、市尺、厘米)，面积(如平方公里、平方

米、平方厘米)按不同历史实况如实记载。5位数以上的数字，原则上以万

或亿为单位。

十一、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简化字，只有在引用古籍或

沿用古人名、地名容易引起歧义时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引用重要资料在

页末注明出处。

十二、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自书、报、期刊和口

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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