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文书局

仃g一印



(鄂)新登字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江夏区烟草志／江夏区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一武汉：崇文书局，2006．12

(武汉市烟草志丛书)
ISBN 7—5403—1076—6

．

I．江⋯ II．江⋯ Ⅲ．区(城市)一烟草工业一概况一武汉市IV．F426．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6503号

责任编辑：司念堂- 。’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430070)

印 刷：武汉福苑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汉口万松园西街2号430022)

开 本：880x1230 1／32

印 张：11．5

插 页：8

版 次：2006年12月第l版

印 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50千字

定 价：350．00元(全五册／精装)



(2001年12月一2003年5月左绍毅任编委会主任)



(2001年12月一2003年5月左绍毅任编委会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夏区烟草志》评审委员会

主任李中元周发新

副主任熊歆洁

委员柯忠武丁玲刘远林李银河

《江夏区烟草志》修志办公室

主任周发新

副主任熊歆洁

主编李学农柳金银

副主编 李中元周发新魏建中

统稿魏建中

编辑魏建中杨春梅

摄影徐魁周泽辉

照排杨春梅

资料长篇照排 曹俊李娟 党超，涂继荣

校对江夏区烟草志修志办

J



《江夏区烟草志》评审委员会

主任李中元周发新

副主任熊歆洁

委员柯忠武丁玲刘远林李银河

《江夏区烟草志》修志办公室

主任周发新

副主任熊歆洁

主编李学农柳金银

副主编 李中元周发新魏建中

统稿魏建中

编辑魏建中杨春梅

摄影徐魁周泽辉

照排杨春梅

资料长篇照排 曹俊李娟 党超，涂继荣

校对江夏区烟草志修志办

J



序
—』．一
口

《江夏区烟草志》是江夏区商贸行业的第一部专业志书，她的出版

是江夏区经济战线的一件大事。

江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素有楚天首府首县之称。清末及

民国初年，江夏烟叶是湖北省六大烟叶主要产县之一，烟叶产量在湖北

省排第五位，其烟叶远销日本等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江夏试种

的白肋烟被命名为“金水白肋烟二号”，为湖北省白肋烟的试种作出了

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江夏烟草卷烟经营效益名列武汉市烟草系统

前列。进入21世纪后，江夏烟草卷烟经营快速发展，一步一个台阶。江

夏烟草是江夏区的纳税大户，为武汉市烟草行业、为江夏区的经济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将牢记人民，把这些成绩载入

史册，存史、资治、教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江夏自明末种植烟叶以来，未

曾修过烟草志，在新编《武昌县志》中也少有记载。编写《江夏区烟草

志》是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义不容辞。

《江夏区烟草志》的编写工作始于2003年，历时三年，数易其稿。

修志工作者力求撰写出一部具有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体现

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专业志书。在编写过程中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历

史的方法，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客观地反映江夏区罔草行业发展的基

本面貌：尽力探究各项工作得失，对当代和后世兴仁富民，造福桑梓有

0



所借鉴。观今宜鉴古，继往为开来，愿此书有助于江夏人民更好地了解

江夏烟草的过去，认识江夏烟草的今天，展望江夏烟草的明天。

武汉市烟草专卖局江夏区

分局(公司)局长(经理)： 啼l金荡争
二OO五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取事断限，上限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限2004年。

记述范围，以不同时期的县辖地域为界。

二、本志按照事以类从，横分竖写的编纂方法。全书共分七章，另

设大事记、概述、附录等。人物不设专章，在附录里以人物录、表分述。

三、本志纪年方式，1911年以前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1912—

1948年用民国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1948年后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引用数据以统计局和烟草专卖局数据为准，如统计局数据

尚缺或有误，使用业务部门数据。

五、本志计量单位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如：公斤、米，卷烟计量

单位用箱、件、条等。为尊重历史，保持引用资料的原貌，适当保留市

担、市亩等旧制计量单位。

六、本志记述采用书面语体文，辅以图、表。

七、本志单位和事物第一次使用时用全称，再次出现使用简称，如

。三烟”、“三无”等。湖北省烟草专卖局简称省局，武汉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简称市局或集团公司，武昌县烟草专卖局(公司)简称县局。如

无特别提示，一般内容为江夏区烟草专卖局(公司)、武昌县烟草专卖

局(公司)，简称区烟草分局、县烟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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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注
，月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湖北省设筹饷局10所，开征烟酒糖捐，县境内有省城(今武汉市武

昌区)、张家湾(今武汉市洪山区)、法泗洲(后迁金口)3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王仙舟在武昌津水闸创办卷烟公司。

中华民国

民国4年(1915年)

全国烟酒公卖局在武昌、金口两地设烟酒专卖分局。民国17年

(1928年)统计，两分局费税共48528元，牌照税共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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