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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县长李定应：烟草公司副经理卓付克现场
检查指导烟叶生产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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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永顺县城集

贸市场当众烧毁假

冒卷烟

苍处的假冒卷烟



作者简介

涂必林，男，汉族，中共党员，大专毕业，经济帅，1944

‘}二出生永顺县王村。1962年11月参加革命]：作，先后柏：县

财政、民贸、烟草等系统任职。1991年编纂《水顺县娴草

志》，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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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颓县烟草志》，广征博采．精心编撰。历时陌

载，现已阍世，可喜可贺。 ‘．

该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专业志，具有鲜明的单。群

性。它着重记述和反映烟草业发展演变的全貌。志稿从

微观着眼，．按枣书体例要求，横列门类，分烟草生产、
加工，经营等章节，依事系时进行记述，储存大量基础

信息，“经世致用”，为烟草,Ik#3发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

资料，是一部富有现实意义和使用价值的难得的好书。

永顺县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温和， 雨热同

季，黄红壤居多，是生，‘原烟特别是烤烟生产的宝地。

晒烟生产在永顺县源远流长，有史可查近500年历史；烤

谰生产始子二十世纪六。。!‘年代’约，但发展速度快；卷烟

生产：始于二：十世纪三卜謦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以来，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发展迅猛，而今已成为永

颇县工业生r-：的龙头j^：_弘，县级财政收入的支柱。烤烟

稻卷煅生产：．纵观历逊，正视现实，郝具有广阔前景．

大发之前逮。

生产：为了销售，销售又能促进生产。水顺县“两

烟”销售的历史，是一咭舀销售好坏决定“两烟"生产速

度的历史．其销售虽然经历了由个体刭集体到国营专卖

率



时历程，，仍在不词弱史时期起到反作用予程迸生产酌目

的。

历史在发鼹，时代在前进，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找到

真谛，是撰写《永颓县烟草惠》昀出发点。优质高产的

“两烟’’生产重越E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入肩头。今

关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给“两烟”生齐提出予更新更

高的要灭，要提高制两烟"生彦豹技术含量，要向高科

投渗透≯要增强市场观念，加强竞争意识，黯准市场，

旃究历史，注重现实，扬长避短，发挥优势s．．“两烟”

生产及其销售，～定会在永顺县民族经济的摇兴中起到

更大的作用，而第～部《．永颓县烟草志》的诞生则是一

冷吉祥的标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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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史实。遵循横排纵写原则，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上限一般上溯至烟草各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0年，

其中个别史实有下延。

二、本志编篡重点放在烟草生产、烟叶加工、姻草

经营、烟草贮运和烟草管理等方面，共设七章二十四

节。设概述略见全貌，设大事年表以示脉络，设附录以

存抬遗，设图、表、影印以资照应，力求资料性，科学-

性，思想性为一体。

三、书中所用计量单位，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计量

单位记载，以反映原貌。其中“担”为1 0 O市斤，每桶

桐油为I 3 3市斤。1955年3月1日以前的旧人民币一万

元，合新人民币一元。

四、书中所用年号，清代往前用帝王纪年；民国时

期用民国年号，同时均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用

公元纪年。在一章中使用同一年号或顺接年号，只注开

头一矩。

五、本志书各项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数据，有关单

位数据为补充。书中资料，来自档案、出版物和当事人

的口碑资料，口碑资料以“三亲’’(亲历、亲见、 亲

闻)资料为主，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使之成为信史，以

收资治、存史、教化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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