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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已成书。创修的《沅陵县烟草

志》，经过编修小组两年的辛勤劳动，广征博采，

三易其稿，辑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严谨、朴实．．科

学的资料书，是一部难得的地方专业志。它可以纵

观我县烟草事业的兴衰变化，吸取经验教训，借古

鉴今，服务当前，惠及后世，繁荣烟草事业，振兴

沅陵经济o

’古往今来，沅陵历为郡、州、路、府，道，专署、

行署治所，商业的中心。据史料记载，烟草生产有

8 0 0多年历史，芭蕉溪烟曾列为朝廷贡品。近年

来，烟叶生产发展很快，经国家烟草科研所和湖南

省烟草专卖局考察，鉴定，我县被列为全国名晾

(晒)红烟生产基地县之一。沅陵烟草工业有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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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历史，始有烟丝加工，后开办卷烟工厂，最

高年产卷烟2 8 6 0箱。沅陵卷烟市场较为发达，

1 9 8 7年销售卷烟1 8 5 0 0多箱，初步形成了

村村种晒烟，家家买香烟的广阔市场。由此可见，

烟草生产、加工，经营和管理，j已我县经济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沅陵县烟草志》与大家见面，

无疑是受益非浅的事，祝愿广大读者以志为鉴，再

展宏图，为促进烟草事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加灿烂

的业绩o·

修志要立志，有志事竟成。志书付梓，其志已

酬o ，

戴先学
‘

一九八八年十--,ej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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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沅陵县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存真求实地记述沅陵县烟草事业的历史

与现状，起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二、时间断限：一般上溯烟草各事物的发端，

下限到l 9 8 7年，有的重大事件延至定稿时止。

三、采用述，记、志、图、表、录6种体裁，

志为主体，设8章2 5节，以事归类，横排纵述。

四、文体j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概述，夹

叙夹议，其它均只述不议o

五、历史纪年、地名，机构，职务等，均依历

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

元纪年。在一节中连续出现的相近年代，不加注公

元纪年，地名注明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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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冠以全称，以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后，或直

书公元纪年。

六、数字书：弓：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各

种记数与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顺字号，朝代纪

年，习惯用语，成语，数字专门名称及各种不定数

均用汉字数字；统计数字的书写，王～5位数写绝

对数，6～8位数以万为单位。

七、计量单立名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名称如“担”、

“斤"、 “两"均换算为“吨"、 “公斤”、

“克刀。卷烟计量单位一律使用“箱”、“条黟。

历史上各种货币名称，币值均照实；己载，1日人民币

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八、各项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数据；统计局缺

的，采用各有关单位统计数据。

九、资料来自档案、报刊和专著，部分来自当

事人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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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武陵、雪峰山

脉之间。沅水、酉水合流于此，湘黔、湘川公路途

经县境。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 0 2)始置沅陵

县，曾为郡、州、路、府、道、专署、：行署所在

地，是湘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今辖8区7镇

4 5乡，5 9．2 9 5 4万人。总面积5 8 5 0．2 1

平方公里，列全省首位。土地、森林、水、矿产等

资源丰富，土特产以茶叶、板栗、。桐油、药材、烟

叶著称o。
、

i ，

‘‘

县境山区早地、土壤，气温等条件，适宜种植

烟叶。清·康熙二十四年(1 6 8 5)，始种晾(晒)

烟于用坪乡芭蕉溪一带，烟叶质量为全县之冠，曾

为朝廷贡品。光绪三十三年(1 9 0 7)《辰州府



乡土志》载：沅陵西南无村乡不种烟叶，作为辅助

田产的进款，每岁可值价银1 c余万两，年运销常

德4万捆(每捆5 0公斤)，经汉口、一j：海出[1

英、美，日本。民国4年(1 9 1 5)，全县产

烟1 2 5 O吨，输出1 0 5 0吨，烟叶产销仍属盛

况。后因战乱频繁，官匪滋扰，民生凋蔽，烟叶种

植面积锐减，产量下降，抗日战争前夕的I 9 3 6年

和划出行政区辖的1 9 4 9年，分别年产2 1 0．5

吨和1 6 0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烟叶生产得到恢复和

发展，1 9 5 2年总产2 8 1．9吨，1 9 5 7年

总产2 2 0吨，比1 9 4 9年均有增加。

在1 9 5 8～1 9 7 8年的2 1年间，由于

“左’’的经济政策影响，收购工作的失误，1 9 6 0

年和1 9 6 9年的烟叶总产，分别降到4 8．5

吨、8 5．8 5吨。有5年发展到2 5 0"--'4 3 5

吨，多数年份仍然徘徊在1 5 0～2 0 0吨的生产

水平上。中共十一届兰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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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断深入，调动了烟农的生产积极性，1 9 7 9

年后的9年，烟叶每年平均产量4 7 4．1吨o

1 9 8 7年初，沅陵县人民政府为发挥传统产品优

势，．根据市场信息的需求，落实专人培植，理顺产

供销渠道，制定了烟叶生产规划。1 9 8 8年6月，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将沅陵县列为全国名晾(晒)烟

生产基地县。

县内加工丝烟，曾有一段颇长的历史，清·光

绪元年(1 8 7 5)，城内加工刨丝烟的作坊及丝

烟商店1 1家，年产4 0吨，且品名较多，盛销

湘、鄂，川、黔边区城镇。民国2 7年，县内掀起抗

日救亡和提倡国货运动，地方卷烟工业兴起，一批

从日军占领区逃至沅陵的难胞，创立私营手工卷烟

社和半机械化卷烟厂，年产卷烟高达2 3 6 0箱。

l 9 5 8年，随着卷烟工业的发展，县内刨丝烟加

工为卷烟生产所代替，国营机械卷烟又取代了私营

手工卷烟生产，丝烟业前店后坊遂被淘汰。

沅陵销售卷嬲，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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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烟公司湖南分公司在沅陵设立分销段，推销卷

烟。县内群众历来习惯吸旱烟和丝烟，卷烟市场冷

落，经过宣传诱导，有奖销售，优惠批发，廉价出

售等竞销手段，卷烟销售上升到垄断地位。抗日战

争期间，提倡国货日盛，国产卷烟至1 9 8 8年，

年销量1 2 0 0箱。新中国建立后，外商卷烟垄断

经营结束，始由湘西百货公司加工定货，批零兼营。

1 9 5 8～1 9 5 7年，建立沅陵专卖事业公司，

归口经营卷烟批发，农村由供销合作社转批，卷烟

零售由各类商店经销代销。1 9 5 6年县内对私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卷烟零售网点由2 l 2

个到1 9 7 8年合并为1 5 4个o 1 9 4 9～

1 9 7 8年社会零售量4 4 9 6 l箱(每箱5万

支)，年均销1 6 6 5箱。l 9 7 8年销售4 1 2 9

箱，比1 9 5 2年销售6 0 0箱增加5．8 8倍。

1 9 8 0～1 9 8 4年，多家经营卷烟批发，

出现进货失控，相互让利竞销，减少利润6．7万

元，社会库存卷烟量增大，霉变损失1．5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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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l 9 8 5年1月成立沅陵县烟草专卖局、烟草

公司，建立了烟草专卖制度，加强统一管理，实行

宏观控制，微观调节，纠正了烟草市场的混乱局

面。1 9 8 7年，全县卷炯零售网点3 7 1 2个

(含农村3 2 4 5个)，卷烟零售量1 7 7 5 0

箱，比1 9 7 8年上升8．2 9倍。

烟草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历代政府极

为重视。清·乾隆元年在辰州府设常关，咸丰五年

在沅陵设厘金局，征I改烟税。民国设烟酒公卖栈，

征收公卖费。抗日战争时，国家实行烟类专卖制度，

对卷烟、熏烟叶、卷烟盘纸实行专卖经营o 1 9 5 0

年后，县人民政府重视烟草行业管理，扩大税源，

3 8年来烟草业累计向国家上缴税利4 5 8万元，

其中烟叶税金2 0．9万元，丝烟税金1．3万

琵，卷烟税利4 3 6．8万元o

烟叶生产，加工，卷烟经营、管理，对推动全

县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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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康熙-=t。四年(1 6 8 5)

2月 沅陵县四都(含用坪乡)农民张国兴开

始在芭蕉溪种植草烟，后扩大到麻溪铺、筲箕湾、

舒溪口等地o，

清·乾隆元年(1 7 8 6)

沅陵县芭蕉溪晒烟列为朝廷贡品。

辰州常关始对烟草征税，税率为2～5％。

清·咸丰五年(1 8 5 5)

辰州府设厘金局，烟酒开始抽取厘金，烟叶

每担(5 0公斤)征厘金8 0文，烟筋每担征4 0

文，水烟每小箱征6 0文，每大箱征2 4 0文。至

光绪二十二年(1 8 9 6)湖南巡抚请准将烟酒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