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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贺。

20世纪80年代，按照阳新县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曾组织编纂

一部《阳新县烟草志》。时近20年，根据省烟草志编纂委员会“全省烟草

系统统一编纂烟草志书”的要求，阳新县烟草局于2002年4月成立编纂

委员会，组成专班，进行第二部《阳新县烟草志》的编修工作。在省、市烟

草志办公室的亲切指导和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支持下，全体编修人

员历时两年，广征博采，认真编纂，精心修改，七易编目，四改志稿，现已经

黄石市烟草志评审委员会终审定稿。本志书的问世是阳新烟草系统精神

文明建设的又一个丰硕成果，是告慰前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的一部力

作，也是阳新烟草系统全体职工向烟草专卖机构组建20周年的隆重献礼。

本志书的问世，对进一步振兴阳新烟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温故知新，回顾阳新烟草发展的历史，深感创业之艰辛，守业之不易，

发展之艰难。览毕全书，感慨良多。阳新烟草专卖局组建于1984年，在

地方党政和上级烟草部门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加强管理，努力拼搏，艰苦

创业，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向辉煌。从20世纪80年

代的专卖专营，统一批发，进而发展到全面访销，全面配送，管销结合，使

阳新烟草逐渐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从1999年开始，不仅

连续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十大纳税大户”，而且企业自我积累不断发展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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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阳新县烟草志》凝聚修志工作者的心血，它以正确的观点、完整

的体例、丰富的资料，如实地记述阳新烟草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

教训，对全县烟草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将起着鉴古励今的重要作用。广

大烟草工作者可从中探求规律，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

时代在前进，烟草业在发展。希望全县广大烟草干部职工在中共十

六大精神鼓舞下，满怀豪情，同心同德，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为阳新县烟

草业进一步振兴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编纂烟草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知识水平有限，时间短促，虽经努

力，但仍难免有差漏与谬误之处。为此，诚望各界人士及烟草行业同仁指

瑕献玉，并对关心、支持《阳新县烟草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

的感谢!

吴天植



序 二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自2002年以来，阳新县烟

草局遵照上级指示，成立修志专班。在黄石市烟草专卖局的直接领导下，

在市局修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阳新县烟草志》终

于编纂出版。这对进一步振兴阳新烟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阳新是鄂东南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

早在清朝初期，县境就有人种烟吸烟。民国元年卷烟传入，卷烟经营在县

境逐渐展开，但由于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烟草业发展十分缓慢。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建立，

推动着烟草事业的快速发展。1984年阳新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在

县委、县政府和上级烟草部门的领导下，全体烟草职工坚持改革、勇于拼

搏、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使阳新烟草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创造出

璀璨辉煌的业绩。2003年，销售总额实现10006．3万元，创利707万元，

向国家缴纳各种税款449．48万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13．48倍、58．1倍、

25．6倍。抚今追昔，究其得失、兴衰，遂修志赞书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阳新县烟草志》是一部经济类专业志，根据“贯穿古今、详近略远”的

原则。较为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阳新县烟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及其

兴衰起伏的各种因素与发展规律。该志本着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时

代特征及地方特色的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秘’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志书体例，对历史资料广征

博采，挖掘考证，对现状深入调查核实，综合分析，缜密筛选，认真编纂，是

一部严谨朴实、系统的历史资料汇编。通过志书的形式高屋建瓴地回顾



，实事求是地记述过去，目的就是要信心百倍地迎接明天，赢得明天。

有助于烟草事业工作者认识和分析问题，起到承前启后、服务现实的

。为此，殷切希望本局全体干部职工联系实际，认真研读，汲取教益，

进取，为振兴阳新经济，促进阳新烟草事业快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借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以欢快的心情作序，祝贺《阳新县烟草志》的诞

李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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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阳新地区烟

草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上限年代依事溯源，下限断至2003年底。

三、志书行文一律用规范记述文体。

四、记述地域，晚清时期以兴国州辖地为据；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以各个时期县辖范围记述。志书中“南乡”、“北乡”或“南河”、“北河”

均指本县富河以南或以北。

五、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依事分类记述，辅以图、表、照片。前设
大事记，后殿附录。

六、朝代纪年(含民国)均括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称谓

包括国名、人名、地名、官职、党派、社会团体、机构、企业、产品、牌号等均

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在容易引起歧义之处，加注说明。

七、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资料，部分采用烟草书类、报刊及口

碑资料。

八、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

部门提供为准。

九、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当时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按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计量单位。

十、公元纪年、月、日及文、表数据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农历的年、月、

日以汉字记述。文中年代除注明外均系20世纪。

十一、货币按各时期的原值，未作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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