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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读者面前这部《遵义地区烟草志》，是遵义地区(现遵义市)

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载烟草业发展的专业志书。《烟草志》的大功告

成，应当感谢各方的关心和支持，当然包括全体撰稿编纂人员的辛

勤劳动以及为《烟草志》成书出版尽心出力过的仁人志士。

《遵义地区烟草志》是在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的领导下完

成的o 1990年起始的修志工作一度中断，其中收集积累了不少资

料o 1997年在省局的催促下，继续了志书的编纂工作。其间多蒙

各方赐稿和核实资料，由编纂人员充实修饰成初稿，虽几经审核、征

询和修改，但仍难称满意。

遵义地区种植烟草的历史悠久，仅就烤烟而言，有史料记载的

已有60年历史。这60年，烤烟从个人零星栽种加工到大规模生

产，这倾注了数代烟草人的心血，经历了数十万户烟农的辛勤劳动。

由频繁变动的管理体制到国家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

的专卖管理体制，使烟叶产量逐渐形成如今全国主产区的生产规

模，尤其是烟叶质量和经济效益成数十倍上百倍的增长，从最初只

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宗产品成为地方经济支柱的重要地位，主要靠国

家正确的方针政策，靠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烟草部门的领导，靠有

关部门的协同支持，其中也浸透了数千烟草人的智慧和汗水。编纂

烟草志，就是要详尽如实地记录下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为后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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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段历史。

在改革步步深入，新旧体制转轨的90年代，我有幸主持了遵义

地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工作，同广大烟草职工同舟共济地走过了

不平凡的8个年头。尽管能力有限，实不敢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谨防松懈轻率，在前辈开创的业绩基础上继续推进烟草事业的发

展，但与上级的要求和群众的厚望仍有差距。

历来有盛世修志之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

中，在党中央率领我们辞旧迎新的世纪之交，我们烟草业也面临许

多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相信遵义烟草人必将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

样，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继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为下次烟草志

续编时留下闪光的轨迹。

遵义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 劢f故
一九九九年冬



凡。 例

一、《遵义地区烟草志》记述范围，以撤地设市前所辖13个县

(市)为限。

二、本书横分门类，纵写史实，全书分概述、大事记、专章及附

录，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和图片。

三、本书记述时限，上限追溯到有烟草史料时起，略古详今，下

限至1997年底止，其中机构及人员任职时间补记至1999年12月

底止。力求横不漏项，竖不断线，全面系统地记述遵义地区烟草业

发展的事实。

四、本书专业名词、术语及计量单位，遵守国家或行业语言规范

及法定度量衡单位。种植面积和收购量按习惯仍用亩和担。

五、文中所指“烟叶”指烤烟。

六、本志书的纪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沿用习称，后

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往昔人文地理仍沿用当年

称谓，不作褒贬。

七、本书附录摘录了本级党委的重要决定决议、“八五"和“九

五"烤烟发展规划、上级表彰名录，以备考。

八、本书对行业内单位称谓，多用简称，全称在页末加注。如贵

州省遵义地区烟草专卖局、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分公司，简称为“地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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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局(分公司)"。

九、所用资料，少量的于文后或表后加注；多的于书后列出文献

名称。

十、本书资料，主要源于文书档案，参照有关文献资料及调查考

证，力求翔实可靠。

十一、本志书初稿经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公司)评审并经省志办

终审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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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遵义古称播州，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设军民府，隶四川。清雍正五年

(1727)改隶贵州。民国初遵义属黔中道，民国24年(1935)属贵州省第五行政

督察区o 1949年11月21日解放，改称遵义专区，1979年改称遵义地区。现

辖13个县、市，即遵义、桐梓、绥阳、湄潭、余庆、凤冈、习水、正安、道真、务川10

个县及遵义、赤水、仁怀3个县级市。到本志下限时间1997年底止，全地区有

建制镇、乡228个(镇166个、乡62个)，13个街道办事处，381个居民委员会，

4793个村民委员会，46290个村小组。全区总人口669．39万人，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约占10％；地区人12占贵州省总人口的18．6％。在总人口中，农业人

12 576．06万人，占86．05％，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8人。改革开放以来，

全区种植烤烟的农民在40万户左右，约占烤烟产区总农户的三分之一。

遵义地区位于东经105。367～108。13’、北纬27。08’--29。12’，东西长247．5

公里，南北宽232．5公里，全区总面积30762平方公里，占贵州省总面积的

17％。遵义地区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绝对高程最低为221米，最高为2227

米，一般为800--1000米。全区山地面积占64．4％，丘陵面积占29．3％，其余

为河谷坝地、盆地以及不可利用的陡峭裸露基岩。全区耕地区面积599．04万

亩，其中土(旱地)面积318．4万亩，田面积280．4万亩，复种指数在2～2．5倍

于耕地面积。烟草是遵义地区农村传统的经济作物，其中土烟(俗称叶子烟)

种植历史较早，是农家自种自吸和待客的礼品。烤烟有60年的种植历史。近

20年来，每年种植烤烟80～100万亩，收购烟叶200万担左右，最高年产量

441．2万担。常年产量占贵州烟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o

《中国烟草种植区划》把遵义地区列为全国烟草种植的最适宜的地区之

一。据该书所列烟草适生类型区划指标系统，即地形地貌、海拔高程、土壤性

状、温度及活动积温、烟叶内在质量等指标衡量，遵义地区的遵义、桐梓、绥阳、

湄潭、余庆、凤冈、正安、道真8县属于最适宜区，务川、习水2县属于适宜区。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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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烟草志

除了极少数低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外，国家烟草专卖局把遵义地区与云南省的

玉溪、福建省的永定列为全国烟草种植三大最适宜地区。为发展遵义的优质

烟叶生产，国家局(总公司)、省局(公司)倾注了很大精力，扶持遵义优质烟区

建设，以致获得了目前的发展规模和质量水平。

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朝康熙二十二～三十二年(1683～1693)，遵义地区已

种植烟草。至民国年间，各地引进试种“美烟”(美国烤烟)①不断增加。民国

29年(1940)，遵义县团溪区在外经商的刘文明，从贵定县引进“美烟”试种，夏

末秋初采叶，炭火烘烤，烟叶色黄味香，在邻里问引起兴趣。遵义县商人杨汉

勋继而在该县团溪区盐行坡租地雇工种烟，请瓮安烘师指导，烘出烟叶质量

好，获得收益，逐渐扩大到尚嵇、龙坪、西坪、南白、鸭溪等先后种植烤烟。此后

的1940--1946年，余庆、绥阳、道真等县也从不同渠道取得烟种试种。但由于

管理体制不统一，产销脱节，烤烟发展缓慢。直至民国38年(1949)，全区种植

烤烟面积才9267亩，烟叶产量7728担，亩产在50公斤以下，产量占贵州省总

产量的6．44％o

早在民国2年(1913年)，山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派人至赤水县(今赤水

市)推销卷烟。桐梓县则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从四川传入丝烟及烟

具。在川黔沿线较大的场镇，较早有卷烟面市。民国20年(1931)，桐梓县第

一家卷烟零售商“森财祥”号在县城出现，随后又有3家卷烟店和一批兼营卷

烟的店铺出现。民国27年(1938)，桐梓县松坎镇有温锡清、伍国宾两人开办

了两家丝烟作坊，年产丝烟2万多公斤。

随着吸烟人数的增加，烟店也日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遵义

地区至少有百余家烟店；兼营卷烟的店铺和小商贩则不计其数o

①贵州省烤烟是1938年由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开始在贵定县试种，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豫、鲁、皖
等主产区相继沦陷，转而向大后方生产烟叶。是时遵义引种的是美国烟种Qrinoco、HoShanline，通称“美

烟”。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反对美国，不称美烟，因烟叶需经过烘烤调制，故改称烤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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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烤烟

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58年，遵义地区烤烟种植面积已达18．9万亩，收

购烟叶26．25万担o 60年代初生产下降，1961年种植面积仅0．94万亩，收购

烟叶O．73万担，成为建国后的最低年产量o 1962年起，烤烟生产逐步回升，可

是在稍后的“十年动乱”时期，生产下滑，1969年仅种植0．79万亩，收购烟叶

5．95万担。到1972年，全区烤烟种植也仅8．94万亩，收购烟叶9．91万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烟草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六五”计划(1981～

1985)前的1980年，烤烟生产已恢复到14．9万亩，收购烟叶26．74万担，成为

建国后生产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个时期，主要是烟草经营管理关系反复变动，

烤烟生产经营也几易其手，先后有供销合作社、农产品采购局、烟草“托拉斯”

(即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贸易公司、农产品公司接手管理；产销渠道衔接不畅，

影响到烤烟生产的稳步发展。

1983年1月，地区建立了烟草公司；9月23日，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

例》，决定建立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继而建立了烟草专卖局，对烟草专卖进行全

面的行政管理。经国务院授权，烟草专卖局(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全面经营管

理烟草行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业务。至此，被简称为“统一领导、垂直

管理、垄断经营”的专卖体制的框架，已构建完成。随着地、县(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陆续建立和向下延伸单位——烟草站点的相继建立，一个全覆盖的烤

烟生产服务体系和烟叶收购站点逐步建立和完善。随后，经过“一站变三

站”，①烟草专卖职能也延伸至乡、镇，从而加强了烟草市场管理和销售服务。

四

改革开放以来，是遵义地区烟草业上规模、上质量、上效益的健康发展时

期，也是遵义地区烟草业在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并逐步在地方经济

①“一站变三站”即国家烟草专卖推广的山东潍坊经验，在原有单纯承担烟叶收购的烟草站的基

础上。延伸卷烟销售和烟草专卖管理两种职能，使原来的烟草站(一站)变为烟叶收购、卷烟销售和专卖

管理的职能(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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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烟草志

中显示作用的时期o

198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经济结构作

重大调整，确定烟、酒为经济发展重点，遵义地委、地区行署把烟草业作为战略

重点，加大了工作力度和政策扶持，烟草行业得到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卷烟工

业自1974年建厂，经过1981年与遵义柴油机厂及外贸茶场合并、迁移和后来

的扩建，实现了生产规模和产品档次的大跨越。烟草业从烤烟原料生产到卷

烟这一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体现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地方经

济的重要支柱。

随着全区烟草系统的建制工作的完成，烤烟生产经营从此纳入了统一管

理轨道。至1985年，全区烟叶生产第一次突破百万担大关o 1986～1988年，

在国家局、省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遵义地区实施的“中美合作改进中国烟叶

质量”试验、示范工作，成为提高烟叶质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该试验项目是

在1986年全面贯彻“计划种植、主攻质量、优质适产、坚持改革、提高效益”的

生产指导方针时，先在遵义、绥阳两县进行，主要是针对烟叶“营养不良、发育

不全、成熟不够、烘烤不当”的问题，进行了3年的试验，初步探索出一套优质

烟叶栽培模式，从而解决了一些关键性技术问题，并逐步在全区推广应用，对

提高遵义地区烟叶质量，建立遵义烟叶优良质量的信誉，扩大烟叶的国内调拨

和对外出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1987年中美合作优质烟叶生产示范

辐射效应统计，当年全省示范辐射面积25884亩，其中遵义、绥阳二县17640．5

亩，占全省辐射面积的68．2％o据省试验领导小组的总结记载，美国烟草专家

认为，在外质量(烟片大小、单叶重、颜色等)内在质量(烟碱、还原糖)上都达到

了巴西、津巴布韦的水平，总体来看，超过了亚洲烤烟质量水平。

“七五”期间(1986～1990)，遵义地区烟叶产量连年上升，上中等烟比例也

从1985年的63．65％提高到70％以上(其中有3年超过76％)。5年共为地

方提供烤烟产品税(税率38％)31070万元，年均6214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

经济支柱。烟叶产销率也从1985年的62．2％上升到70％以上，最高年达

84．3％，烟叶出口(供货性质)从无到有，5年共计提供出口货源4．46万担。在

国家局、省局的领导和支持下，于1985年与上海卷烟厂签订了厂县挂钩基地

的协议，约定湄潭县所产烟叶调供上海卷烟厂，在生产扶持和烟叶调交等方面

建立了契约关系，为遵义地区烟叶寻找稳定的销售渠道开了先河，又促进了当

地技术水平和烟叶质量的提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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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七五”期间，遵义卷烟厂引进德、英、美等国家的制丝线和卷接包设备，实

施了重大技术改造，总投资达7798万元，使遵义卷烟厂的总体生产能力达到

35万箱，为建成大二型工业企业打下基础。

遵义地区烤烟生产规模的形成，烟叶销售的扩大，以及烤烟生产赖以发展

的生产服务和收购制度的完善，标志着遵义地区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为全区农

民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提供了财源。

烤烟生产越来越为当地党政领导所重视，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

来抓o 1990年，遵义地区行署主持制定了《遵义地区烤烟“八五”发展规划》，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促进烤烟发展的政策性措施，有针对

性地指导“八五”期间(1991～1995年)烤烟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八五”中期(1993年)，国家从宏观发展态势出发，出台了调控政策，一是

取消了烤烟生产扶持费，二是降低了烤烟税率，由原来征收38％的产品税改为

征收31％的特产税(省内加收8％的税内地方附加)。由于政策出台偏晚，宣

传贯彻不透彻，加之部分地方出台了按上限收购的“土政策”，收购秩序不理

想，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烟农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后来生产的下滑。经过多方努

力，包括生产性扶持和技术、物资服务上的改进，生产又开始回升。

“八五”时期，遵义地区烟叶产量、质量、购销和企业效益，都达到建国以来

的最高水平。五年间，全区累计收购烟叶1071万担，比上个5年(“七五”)增

产烟叶421万担，增长64％，年均收购烟叶213万担，比“七五”年均收购量增

加84万担；上中等烟比例达到79．63％，比前5年提高24．12个百分点。全区

烟农累计收入203371．7万元，年均收入40674．3万元，比前5年年均收入增

长1．31倍；地方财政收入，在烤烟税率从38％降至31％的情况下，仍累计收

入59182．5万元，年均收入11838．5万元，比前5年年均收入增长93．66％。

整个收购秩序良好，烟叶调销和货款回笼都是多年未有过的态势，企业盈利逐

年增加。调查显示，1995年全区40多万户烟农户均种烟收入上千元，烟叶产

区的贫困户绝大部分脱了贫，部分农民种烟致富。这一年地、县(市)财政收入

中，有25．4％是来自烤烟生产，比前5年提高14．2个百分点。在全区12个产

烟县(市)中，烤烟特产税占县(市)级财政收入44％以上的正安、道真、务川、余

庆、桐梓、凤冈6县，其中前面4个县达50％以上，最高的达70％以上。部分

烟叶产主区的乡镇，烤烟税占本级财政收入的80--90％。

烤烟生产的发展，还从提高土壤肥力和耕作水平上，有助于遵义农村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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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烟草志

业的精耕细作，推动农业的发展。

遵义地区烤烟生产规模的形成，烟叶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获得了

上级和广大客户的好评。全区所产烟叶，除供应省内的贵阳、遵义两家烟厂

外，还支援国内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多家烟厂，其中包括按协议向

上海烟厂的固定供货关系，还为省烟草进出口公司提供了优质出口货源。

“八五”期间，遵义卷烟厂改建了6000Kg矗打叶线，补充了卷接包设备，修

建了烟叶自然醇化库等技改工程，总投资达17603万元，改善了产品结构，卷

烟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fi-

“九五”(1996～2000年)是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遵义行署于前一年部署

并主持制定了《遵义地区烤烟生产“九五”规划》。《规划》在系统总结了“八五”

烤烟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把我省建成优质烤烟基

地省的决定》精神和市场形势，结合遵义地区实际，提出了遵义地区“九五”烤

烟生产的指导思想：在市场导向和专卖体制，依靠科技进步，完善政策措施，合

理布局，集约经营，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加工增值，增加效益，建成优质烤烟基

地，使全区烤烟生产跃上优质高产新水平，保持遵义地区烟叶质量在全国的领

先地位。客观上看，这个指导思想是合乎当时形势的。只是在《规划》的发展

目标上，由于对未来市场走势过于乐观以及体制上的诸多原因，没有把控制总

量置于突出地位，以致出现了“九五”头两年烤烟超计划生产的局面。

1996年是“九五”第一年，全区烟草系统认真贯彻国家局关于坚持以“两

个根本转变”①为纲和“抓四上三”②的工作思路，广泛宣传贯彻省委、省政府

《关于把我省建成优质烤烟基地省的决定》精神，联系实际，深化认识，抓住“两

烟”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开展各项工作。

1996年全区收购烟叶330万担(含末级)，超地区计委下达计划的32％，

①。两个根本转变”，即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
两个具有全面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

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
②“抓四上三”即国家烟草专卖局于1997年初在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今后15年必须以

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为纲’。通过抓深化改革、抓技术进步、抓专卖管理、抓成龙配套，实现烟草专卖上

水平、上效益、上台阶(即‘抓四上三’)的基本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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