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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月日 昌

登封地处山区，以农为主。过去，人们由于受自然经济的

束缚，在种植观念上墨守陈规，小农经济思想严重。随着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人民群众的商品经济意识逐步树立，在

种植观念上有所更新，除种好粮食作物外，大力发展了经济作

物，首先是发展了烟叶生产。可以说，登封经济的振兴，烟叶

立了汗马功劳。作为振兴登封经济的烟草业单独立志，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为登封经济的发展发挥

巨大的作用。

这部烟草志主要记述了登封烟草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栽培，

烘烤、验收，技术指导，同时还记述了烟草在登封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以及党和政府对发展烟叶生产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该书共14章“节20万字，以翔实的史料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反映了登封烟草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并总结了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可靠，体例完备，文

风朴实的地方专业志。

《登封县烟草志》的出版，在登封烟草史上还属首创，是

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它的问世，与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同

仁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

编纂《登封县烟草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一无蓝本，

二无经验，加之时间紧迫，水平有限，难免有纰漏和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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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县位于河南省北中部，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

山多丘陵多，大部分土壤属红黄土，适宜种植烟草。但登封

县种烟的历史并不长，建国前，只是零星种植，供自家吸用。

建国后，经政府大力提倡，1966年才大面积种植。二十多年来，

由于县委，县政府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烟叶生产很

快遍及全县14个乡镇，种植面积已发展和稳定在10万亩。烟叶

的产量质量和社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现在已成为登封县

的主要经济作物，仅烟叶收入就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七十年代登封烟叶已打入国际市场，受到外商的好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烟草既然已成为登封的大宗商

品，那么整理，编写登封烟草志，对振兴登封经济，特别对今

后烟草的种植和发展，是大有借鉴作用的。登封烟草专卖局的

领导同志有鉴于此，于一年前，责成专人编写，现在登封烟草

志已经编纂出版，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

《登封县烟草志》的编纂工作是在郑州市烟草公司和登封

县烟草专卖局(支公司)的指导下，在登封县志办公室的支持

下进行的，经过编纂人员走访乡镇干部和群众，多方查阅搜集

资料，特别是烟草局各科室同志提供了大量的现实材料，为撰

稿工作奠定了丰富的资料基础，使登封烟草志得以早日问世。

《登封县烟草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晦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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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尊重

事实，对登封烟草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述。

《登封县烟草志》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

事。在此，我向编者和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

登封县副县长吴聚财
原登封烟草专卖局局长



凡 例

一、《登封县烟草志》以事分类，文体上

采用记述体。以志为主，图、表、录、照片并

用。

二、本志的编写，以年为经，以事为纬，

以历史阶段分期断代，先纵后横，纵横结合。

上限起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下限迄1990

年6月。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年号纪年

也同时标出。凡是记年代，金额、计量等数字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性语言数字，数字专

门名称，用汉字表示。

四、本志的用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

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办公室联

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五，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以事分

章，共十三章，有记载价值的史料及重要文献

列入第十四章‘‘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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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一。

第一章概 述

登封位于河南北中部。东临密县，西连伊川，南和汝州市，

禹州市接壤，北与偃师，巩县为邻。东西长约55公里，南北宽约

36公里，总面积122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183．4万亩，其中耕地

面积55．89万亩，60％属红黄土，红土，红粘土，暗黄土和种植

褐性土。地处北纬34。16’至34。35’，东经112。43’至

133。18’。海拔高度在220至1512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4．2。C。

年平均降雨量613．6毫米。年无霜期238天。年日照时数2275小

时。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雨雪稀少，

四季分明，季风转换明显。春夏多东南风，秋冬多西北风。从

气候，土壤看都适宜烟叶生长。

但是登封的烟叶生产历史并不长。建国前，由于交通闭

塞，信息不灵，销路不广，科学技术跟不上，烟叶只有少量种

植，仅个别农户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零星栽种。到民国二十八

年(1939年)，登封王村、卢店才有了大龙火炕烤烟。19 49

年，大金店朱家坪的王奎元，黄村的程彪开始大面积种植商

品烟。建国后，1957年随着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县供销合作

社才将烟草生产和收购作为一项主要业务来抓。由于产量逐年

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1966年县委研究决定在全县普遍开始试种16，000亩，并从

许昌聘请23个烟叶技术员。从此，烟叶生产正式列入作物种植

l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第一章概 述

计划，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烟叶的

产量和质量也相应提高。平均亩产由原来的50多公斤提高到150

多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在“发挥优势，保

证竞争”的方针指导下，把烟叶生产列为全县治穷致富的主要

门路。1981年全县种烟面积达到10万亩。由于积极引导烟农科

学种植，科学管理，科学烘烤、精细分级，烤烟质量和经济效

益明显提高。据1981年统计，全县种植面积12．3万亩，总收购

量2429万公斤，投放资金431·56万元，亩均单产195公斤，每公

斤均价1．778元。仅此一项，全县人均收入94元，户均50l元。在

全县6．8万户烟农中，收入在万元以上的3户，收入在千元以

上的2．1万多户。1982年，由于盲目种植，面积猛增到16．7万

亩，达到历史最高峰，出现了卖烟难的问题。为此，县委，县

政府及时采取了“控制面积、限制产量、主攻质量”的方针，

．实行计划种植．合同收购等措施，很快扭转了烟叶收购中“卖

不了，收不及，调不出”的现象，从而保证了烟叶生产的健康

发展。实践证明，只有按国家计划种植，在普及科学技术和提

高质量上下功夫，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现在烟叶已成为

登封的主要经济作物。全县14个乡镇均有种植，其中以颍阳，君

召．石道，送表、大金店，东金店，城关、唐庄八个乡镇为主要产

区。种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由于土壤、气候，

地形的优越，所产烟叶七十年代经国家轻工部烟草研究所化验

鉴定：“色泽金黄，气味芬芳，厚薄适中，吃火力强”。1973

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进行了报导，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在

国际市场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登封烟叶已销往西欧、东南亚

等地。1983年，河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烟草研究组通过烟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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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综合分析和科学论证，登封被列为豫西丘陵烤烟最适宜

区之一。1985年，全国烟草种植区划研究协作组通过科学论

证，把登封列为豫中，豫西16个烤烟基地县之一。现在烟叶收

入已成为登封经济的主要来源，占全县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

‘。一0

烟叶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此，虽系二类物资，国家

按一类物资管理，实行统购统销，按国家法令设立专门机构进

行垄断经营，即专卖制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登封

就设有统税代办所，管理烟酒专卖事宜。1953年登封县成立

烟酒专卖处，1956年改为烟酒专卖公司，1958年烟叶收购业务

由供销社代办，1973年由县棉麻公司负责，1984年正式成立登

封县烟草专卖局(支公司)，下设儿个科室， 3个烟叶仓库，

1个烟叶复烤厂，1个汽车队。14个乡设立14个烟管所，

27个基层烟叶收购站。对人、财，物统一管理。现在烟叶产，

供，销经营网络遍及全县。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司领导下，

各级专卖组织作了大量工作，首先向全县人民宣传本县得天独

厚的种烟条件。积极做好烟叶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其次是实

行烟草专卖。十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农艺师，技术员，验收

员。先后多次从省烟草公司聘请专家、教授、科技人员来县讲

授和现场传授烟叶生产技术，印发宣传技术资料，分期分批举

办学习班，抽派技术人员深入家庭炕房、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仅1982年就培训育苗。烘烤技术人员5万多人，印发技术

资料20万份，帮助队(户)建炕房7093座，并向烟农引进优良

品种。为确保烤烟质量，还试验推广了节能高效炕房。县烟草

专卖局(支公司)还成立了土壤分析化验室，对土壤结构、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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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使用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成套的科学理论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1984年以来，县烟草专卖局连年获省．市、

县嘉奖。

为了促进烟叶的深加工，提高烟叶质量，1985年9月在大

金店乡毕家村郑洛公路北侧建烟叶复烤厂一座，经逐年扩建，

现已成为初具规模的中型企业。全年可复烤烟叶1250万公斤。

由于登封烟叶品质优良，可以搞单一化卷烟。1969年登封，

县委决定创建登封县卷烟厂，这是登封的中型企业。到19 79

年，共生产卷烟14．98万箱，实现产值6400万元。销售收入7576

万元，上交税金3649万元。后因卷烟未实行专卖，又未向轻工

部申报备案，于1979年因政策调整被关停，损失250万元01982

年3月经开封行署批准又恢复生产，主要产品有“嵩岳塔”，

“大塔”，“锦旗”，“颍河”、“中岳”，“少林”牌香烟，

因烟质好，深受消费者欢迎。后因未列入轻工部计划，于1983

年8月8日又被关停。

卷烟销售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卷烟年销量由1984年的

4284箱增加到1989年的19593箱。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卷烟市场销售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甲级烟供不应

求。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县专卖局(支公司)实行“产供

销，人财物，内外贸”高度集中的专业化经济管理体制。

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经营岗位责任制已逐

步完善。

总之，登封县烟草业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走过

了几经曲折的艰难道路。它的今天蕴含着昨天的经验教训，更

预示着振兴的未来，它将永载登封史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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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的烟草业正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随着烟草业的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登封县的烟叶生产将会更加闻名，它将为振

兴登封经济，加速四化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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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登封设统税代办所，管理烟酒专

卖事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烤烟技术从许昌、禹县传入登

封，王村，卢店，庄头．柿杭一带聘请许昌烤烟技术员，建造

大龙火炕。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登封白坪乡梁敏之等人在马峪川

孙桥筹建机制卷烟厂一座，生产。飞马”牌香烟。

1953年登封设烟酒专卖处，地点在老城西街路南，配干部

3人。

1956年改烟酒专卖处为烟酒专卖公司。

1958年登封烟酒专卖公司并入商业局，归属食品第二经理

部。

1973年登封烟酒专卖公司归属县棉烟麻公司。

1957年登封县因烟叶种植面积扩大，县供销合作社开始收

购烟叶。当时执行的是16级制。

1958年7月由16级制改为10级制。

1964年7月由10级制又改为16级制。
’

1966年登封县委决定在全县试种I．6万亩烟叶，从此烟叶正

式列入种植计划。

是年7月登封县在烟叶收购中执行的是烤烟国家标准1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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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即上部烟5个等级，中部烟6个等级．青烟3个等级，末

级，级外)。

1967年7月登封在烟叶收购中执行的是15级制(即上部烟

5个等级，中下部烟6个等级、青烟3个等级．末级)。

1969年在副县长邢振明倡导支持下，创建了“登封县卷烟

厂”。
’

．197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河南贵州安徽烤

烟大幅度增产”的文章，高度评价登封烟叶质量。 (见附录

9(一)

1979年因政策调整，登封卷烟厂被关停。

1981年11月15日，开封行署以“开署发(1981)189号文

件”作了批复，批准登封县政府“关于恢复登封卷烟厂的请示

报告”。

1982年3月登封卷烟厂正式恢复生产。

1982年“高天窗平顶炕及改造老式炕房的研究和应用”获

河南省人民政府科研成果二等奖。

1983年8月8日，因登封卷烟厂未列入轻工部计划，被关

停。

1983年登封“烟草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获河南

省人民政府科研成果三等奖。

1983年l 1月24日登封县人民政府下发登政发(1983)282号

文件“关于设立登封县烟草专卖局的意见”。

1983年12月29日登封县人民政府下发登政发(t983)298

号文件“关于对烟草专卖局组建后有关问题交接意见的通知”。

正式移交始于1984年元月至1984年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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