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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孝感市烟草志》五易其稿，终于付梓问世，开孝感烟草史数百年

之先河，可喜、可贺!开卷先睹，烟草业在孝感发展360余年历史，历

历在目；抚卷静思，烟草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以文化打造的烟草经

营管理理念，在这70多万字的烟草志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使我产生一

种如释重负之感。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重要事业，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的修志人员历四栽

寒暑，风雨兼程，查浩如烟海的史籍文档，搜杂芜繁菁的人文口碑，不

畏艰辛，广征博采，终成烟草志书。这部志书，是修志人员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全体烟草员工合力奉献的成果。值此，我谨代表本届领导班子

对孝感烟草修志工程的竣工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对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

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修烟草志是一项紧迫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在搜集整理资料和编纂

成书的过程中，修志人员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不仅纠正了行业志中有关烟草业发展的某些史实性错误，而且及

时有效地抢救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由于历史和社会诸种原因，烟草远期资料征集十分困难，若再延以时日，

恐怕烟草部门组建初期乃至近期资料也难以征集完整，因此，烟草修志

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当今，烟草行业正处在经营与管理体制变革的战

略转型期。卷烟经营由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转变，市场专卖由管理型向

届



服务型转变，科学的营销观和发展观等先进理念开始注入。这些重大的

历史变化，被我们这部烟草志如实地记录下来，无疑会对烟草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有所借鉴；同时，烟草部门为地方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

处的重要经济地位及其烟草独特的文化品位，通过这部志书得以留存、

展示，无疑会进一步激发广大烟草企业员工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也为

我们深刻认识烟草行业的发展规律，明确使命，科学决策，提供翔实的

历史资料和客观依据。

诚然，这部志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它是一部值得

广大烟草员工学习、借鉴的工具书。是一部值得向外推荐、交流的成功

巨著。我们应当用好此书，以鉴古知今，彰往昭来，上慰先贤，下垂后

昆。是为序。

孝感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2005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含人物)体裁形式和

篇、章、节、目体式结构：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三、本志上溯域内烟草业发端，下限为2003年12月31日(按省烟

草局修志办公室规定，广水卷烟厂和广水市烟草公司有关数据录用至

2000年)，特殊事件(如编修烟草志)适当顺延。

四、本志将湖北省烟草专卖局简称“省烟草局”，孝感市(地区)烟

草专卖局简称“市(地区)烟草局”，县(市)区烟草专卖局简称“县

(市)区烟草局”，湖北省烟草公司孝感分公司简称“孝感分公司”或“分

公司”；1984年烟草专卖机构组建前(后)，简称“行业组建前(后)”。

五、本志人物以简介和存录形式，记述对推动烟草行业发展有较大

贡献的在世或故世人物。

六、本志货币按当时币制记述，价格方面尽可能体现当时谷物和相

关产品的比价。

七、本志计量单位除烟叶按行业习惯用法外，一般使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历史时期保持原计量单

位，并注明与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比例。

八、本志的时空表述常用“域内”一词。孝感地区(市)建置前后

各历史时段所辖区域范围有所不同，为行文方便，统称“域内”。

九、本志年代表述：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并注明公元纪年；民国年

号和公元纪年并存，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5年(1916年)；



1949年lO月以后，用公元纪年。国号及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用全称，

以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
(后)”。

十、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用书、报、期刊和

口碑资料，均经核实，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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