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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自吕宋国引入华夏数十年后，由黄冈再传罗田。尽管种植历史

悠久，但因诸多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届

县委、县政府鼎力发展多种经济，积极组织烟叶生产和卷烟销售，益农增

收。及至实行烟草专卖专营后，乃成县中纳税大户，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

较大贡献。烟草专卖局编纂的《罗田县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烟草业

的历史与现状。它纵贯古今、横及所属诸科，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语言流

畅，较好地突出行业特色，展示罗田烟草工作者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斯志垂成，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实践成果上，都为新

一轮县志编修提供了借鉴经验。喜阅此志，欣然祝贺!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展望未来，百花齐放。我坚信罗田烟草业者一

如既往、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再创辉煌。

是故谨添数语，权以为序。

罗田县人民政府县长 ‘罗同’1
二oo五年九月



序 二

烟草这一奇妙的外来妹，虽无倾国倾城之容貌，却有狐媚潇洒之情态。

她自明末入中土至今，以雅超茶酒的魅力招致众说纷纭。或说她香：“女郎

近狡狯。芬芳吐纳含珠樱。白云一片杂兰麝，时馥露冰雪肤r’；或说她臭：

“屎溺最臭，有烟而屎溺不臭，是臭甚于屎溺也”；或说她味甘：“罗囊贮惠，

细味还甜’’；或说她味苦：“愿尝焦苦涩”，‘铁笑带雄黄”。有言莫名其妙：

“已知无甚味。只是苦相思”；有言可助文思谈兴：“论古忽惊窗满雾，敲诗

共讶口生莲”；有言其害大：“吁嗟老农莫健美，此物鸠毒奇莫居”；有言其

益著：“种禾只获利三倍。种烟还获十倍租’’，“且能解乏亦疗饥，祛寒辟瘴

功兼资”。还有赞日：“国家贡献占鳌头，满足人民需与求。责贱无分常共

乐，尊卑不论每同俦”⋯⋯由此看来，想是非常之物自有非常之用，可谓损

益参半．信然!

烟草扭捏间问世数百年，渐成特殊商品，演为重要产业。及上世纪80

年代她彪然跃起，一花独放。消费者明知“吸烟有害”，而又趋之若鹜。不

吸者亦“买害”送情。国家一面公示“禁烟”，一面颁行《国家专卖法》，施以

利用、限制、保护政策。烟草行业盖以白手起家而成为税利大户，财政的

宏大支柱，然却不能借“明星”炫耀银屏。平心而论，现代化建设的各大体

系未有不蕴藏烟草的卓卓贡献。像吾乡这个贫困县，类似烟草年均纳税

过百万的企业有几?人说制烟售毒，是“不文明”的。可她却以闪光的金花

编织着现代文明。

“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志载行业的兴起、生存、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



训，以作“存史、资治、教诲’之用。县局领导于上世纪90年代中就曾动议，

并组织过编修，由于所托非才，未结善果。值本世纪初度，鄂省倡修“烟草

志”，省地县三级同步。本届领导将其列为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投入大。组

织严，要求高，编修人员视之为流芳任务，致身入境，广采征，精编撰。争创

良志。志办诸君克服邑中烟草文献资料奇缺的困难，从查谱录，访知情，

采庶闻，取口碑上进行弥补。经过三年多的苦心耕耘，悉心选材、考辨、整

理、排比、著述，纂就60万字的送审稿。复经评议浓缩，编出文精理顺的

终审稿。此稿纵述罗田烟事起兴历史，内外联系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

贡献；横陈烟叶生产，卷烟经营，专卖专营，各项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烟事

文化及其人物活动的成果。志之门类齐全，要项不缺；史料真实，归并适

宜；体例完备，体式运用得当；重点突出，特色亦见。然有先天条件之不足，

体态稍欠丰腴，著述性尚欠最佳，但亦不渐于“烟志”之族兄族弟。

斯志大功告捷之时，李中华、方喻泉二君邀序。余心知不可与县长之

名配俦，可又乡情难却，只得应命。草就拙文，匆匆交卷。如违序意，窃表

遗憾。

余彦文

二OO五年五月



四、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统一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

以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

用公元纪年。

五、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县名、人名、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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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称时，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人物录录入副

科以上职务和对罗田烟草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正副

股级人物入表。各种统计表随文附于各章节之中。附录辑存重要文献、

文件，置于本书之末。

七、货币按当时币制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人民币已换算为新

人民币值。

八、计量一般按国家法定单位。烟草计量用亩、公斤，卷烟用条、箱。

数字书写，一般5位数以下直书，5位数以上标“万”、“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九、行文采用语体文、记叙体，使用简化字，只有在引用古籍或沿用古

人名、地名容易引起歧义时才使用繁体字。注释采用页末注。

十、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用口碑和书刊。数据主要

取自《罗田县国民经济统计表》，部分取自内部报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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