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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自明代万历年间传入我国，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流通领域中的

重要商品和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资，历来是获利较高的农产

品和商业贸易的特种商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立了烟草专卖制度，

烟草行业成为“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一体的重要行业，在增加

国家财政收入和满足群众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编修烟草志，总结历史经验，昭示未来发展，是烟草行业自身发展的

要求，是时代的要求，是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也是烟草行业广大干

部职工的要求。为此，市局领导按照国家局、省局的要求，于2001年

5月成立修志领导机构，组织编纂人员，历时四年，编纂成《鄂州市

烟草志》。编纂本书旨在进一步促进鄂州烟草企业的文化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的发展，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通过了解

烟草传入我国的悠久历史，总结生产、经营的丰富经验和认识烟草行

业的辉煌业绩，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事业心和爱岗敬业精神；

通过认识现在、昭示未来，进一步树立做好工作的信心，适应世界烟

草格局的新变化。

《鄂州市烟草志》在编修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发

展地分析烟草行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既要秉笔直书，又要符合党在各

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抓住代表性的事实，写出烟草这种农作物生产的自

然规律和烟草制品生产加工的技术规律以及其作为商品购销的经济规律，

饽



包括人们在烟草生产、加工、储运、经营中的奉献，以最大限度地体现

该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编者

2005年11月20日



民设政，体国经野，’，把志书视为“资治宝鉴’’。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智吏明官，无不重视修志；且不因时势之盛衰

而舍弃此项不朽的文化事业。倘时逢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财力

充裕，他们会充分借助这些有利条件，聘请地方名士，修好一方志书；

若遇时运艰难，资金匮乏，他们也奔走于巨室之间，筹措经费，鼎力在

困境中觅文人雅士，完成修志任务。清代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战事频

繁，社会动乱，财政拮据，民生凋敝，由于有些地方或部门的官吏文化

素养高，有远见卓识的“智者”，懂得志书有“经世致用”、“鉴往昭来”

的重要性，虽在危乱和艰辛之中，不顾劳心劳力，主持编撰了大量的志

书。光绪年间修成志书733部，名志有40多部；民国时期修成志书1187

部，名志亦有40多部。著名的《川沙县志》就是民国26年由黄炎培先

生主修的。从民国2年至民国16年，还编成两百多万字的《清史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修志是“智者”名垂百世的立德、立功、立

言之举。

今当盛世，是修志的大好时机。国家烟草专卖局重视修志工作，首

次编修全国烟草行业志，日《中国烟草通志》，记述中国烟草数百年发

展史，展现当代中国烟草风貌，走在全国行业修志的前列。湖北省烟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专卖局党组重视并积极组织修志工作，领导分工有专人负责，聘请修志

专家，组成精干专班，一方面抓好省烟草志书的编纂，另一方面加强对

各市公司、烟厂的指导，使全省修志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鄂州市

烟草专卖局局长夏汉林对修志工作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运用激励机

制，鼓励修志人员殚精竭虑，力求把志书修成‘‘精品”、“良志”。烟草

行业各级领导如此重视修志，都堪称“智者”的行为。

在中国修志史上，对修志者的素质，历来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任何

一部烟草行业志，要成为一个行业智慧的结晶、精神文明的代表、行业

历史兴衰的写照、领导和职工创业的纪实，起到“观往事知得失、看今

朝明举措’’的功效。编纂者的才智和笔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唐代史学家

刘知几(661_721)提出“作史有三长：才、学、识”。修志亦要求“三

长”。“才”要统摄全局，对烟草在当地发端以来的历史资料。能够分门

别类、条分缕析，既要分章分节，横排纵写；又要相互联系，形成统一

整体，符合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学”要足以贯通古今，具有一定

的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笔下

能反映出烟草行业的生产规律和经济规律；“识”要足以在纷繁复杂的

事件中明是非，辨真伪，知表里，断粗精，然后选取那些体现时代精神、

符合国家政策、表现人物品格的材料予以系统记述，使志既具资料性，

又具著述性。

古代修成佳志者大多为杰出的学者。唐代太常博士、宰相李吉甫撰

著了《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年间进士、太学博士乐史编著了《太平寰

宇记》；清乾隆进士、曾任山西、浙江等省布政使的谢启昆主修了《南

昌府志》、《广西通志》；乾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主编了《广

东通志》；清初顺治进士、国子监典籍官章学诚主修了《湖北通志》、《永

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

志》以及《文史通义》等书；清学者、乾隆进士、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撰

修了《泾县志》、《怀庆府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



《登封县志》、《固始县志》等著名志书；清末学者、道光进士、广东巡

抚郭嵩焘主修了《湘阴县志》；清史馆馆长王阁运先后撰修了《湘潭县

志》、《桂阳直隶州志》、《湘军志》；清学者、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俞

樾撰修了《上海县志》、《川沙厅志》、《续天津县志》，如此等等，不可

胜数。他们所编的志书，都堪称名志，成为后人修志的典范。此次编修

烟草行业志，全国各级烟草部门和企业都行动起来，聘请了大批大学教

授、修志专家参与修志工作。他们谦虚谨慎，任劳任怨，认真学习新观

点、新法规，研究新材料、新情况，勤于思考，奋力笔耕，为完善志书

体例，保证志书质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烟草行业的同仁，要向

他们表示敬意。

《鄂州市烟草志》在鄂州市局党组的领导下，历时四年，经过撰修

者的精心编纂，辛勤笔耕，志稿的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结

构合理、特点突出、文风端正，值此即将付梓之际，谨向鄂州市烟草公

司的领导、职工、编纂人员表示诚挚的祝贺!

∥{．‘。tf。

(本文作者杨国安系《中国烟草通志》主编、中国烟草学会副秘书长)



序二

《老子》说：“有生于无。”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无

到有，而且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是由它的内在因素决定的。《烟草志》

的诞生，也概莫例外。烟草一物，自明代万历年间传入国境。开始，民

间把它作为药用，后来渐成嗜好。吸烟之风，至清代已盛行全国，农、

工、商、官各界，无有不吸食者，即使是朝廷要员，如礼部尚书、大学

士纪晓岚也吸烟成瘾，不可须臾离也。他使用的旱烟袋碗大杆长，人们

称他“纪大烟袋’’。清代以后，烟草的种植、加工、经营逐渐成为社会

经济部门中的一种独立的行业。至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烟草行

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其利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因此，

国家在寓禁于征的同时，也为了满足社会习俗和人民生活的需求，继续

有限度地发展烟草业。这就要求我们对三百多年来烟草的生产、加工、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事件、经验、技术、文化习俗进行系统、全面地记

述和总结，既为当代烟草事业的发展，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和

精神财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烟草志》便应运而生。国家烟草专卖

局(总公司)适时地提出在全国烟草系统创修《烟草志》，是非常明智

的、必要的、及时的。

这部志稿的编纂成功，是在鄂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领导班子的

高度重视下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该

局全体干部、编纂人员、广大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为这部书的编成



和即将付梓，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部志书的编成，并不意味着事情的了结，可以把它束之高阁、置

若罔闻。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之为官者，每到一地上任，

必首先阅读其地的方志，了解当地的面积、人口、物产、赋役、文教、

礼俗等情况，确定自己的施政方针。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在枪林弹

雨、炮火纷飞的紧张战斗环境里，还要寻找各地的志书来看，了解当地

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路隘津渡、政教民情，以便制定军事策略，克

敌制胜。编志的目的，是为了读志用志，以史为鉴，面向现实，研究日

益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问题。从而与时俱进，提出新的工作思路、经

营策略，妥善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推动烟草事业向前发展，为国家、为

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和愿望。值此志稿即将付梓之

际，仅以此寥寥数语，与从事烟草事业的工作者共勉。

．：：冀川妥
亏嘶胡

(本文作者谢松保系鄂州市市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准确地记述鄂州市烟草事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时间为顺序，以烟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重点对烟草的

生产、加工、经营、储运、价格、税收等进行记载；同时，对与主线密

切相关的内容，如组织机构、精神文明建设、人物、烟草文化等也作了

记述。根据“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

三、本志记事时间断限，上溯明代末年烟草传入本境开始，下至

2003年末，图片及第十五章中修志一节及人物简介中企业领导延至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称“新中国成立后”。

四、本志记事的空间范围为明末的武昌县境和现在的鄂州市所辖区

域。在不同时期，本境的区域名称和本部门的名称有别：自三国吴孙权

建郡(魏黄初二年，221年)起至民国2年(1913年)为武昌县；自民

国3年(1914年)至1983年为鄂城县。1983年以后，为鄂州市。本部

门于1984年9月为“鄂州市烟草专卖局”、“鄂州市烟草公司”，从1994

年11月起为“鄂州市烟草专卖局”、“鄂州市烟草分公司”，志书中每章

开始称“鄂州市烟草专卖局”、“鄂州市烟草公司”，以后简称“市

局”、“市公司”。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采用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在目以下或在子目以下

记述事件。

七、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了记事本末体。

八、本志各种统计表和与统计数字相关的示意图等随文附于各章之

后；各种图片、照片作为图录，附加文字说明，置于篇目之前。“附录”

辑存重要文献、文件、制度等，附在本书篇章之后。

九、对于年代的表述：民国以前用历史纪年，并注明公元纪年；民

国年号用阿拉伯数纪年，亦在括号内注公元年号。

十、记述货币及其货币单位时按历史情况记述，价格尽可能地提示

谷物或相关产品的比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人民币按值换算为新

人民币值。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一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卷烟

计量单位：l箱=50000支，1件=10000支，l条--200支，1盒=20支；

烟叶及奖售物资计量：l担=50公斤，l市斤--0．5公斤，1市尺=0．333

米，1市寸--0．0333米。在特殊情况下出现非规范的计量单位，则加注

说明。

十二、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简化字。对个别容易引

起歧义的地方，使用繁体字。

十三、本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档案，部分采自书、报、期刊和

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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