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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合理的篇目体例、清晰的脉络、朴实

简洁的语言，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烟厂的发展变化和艰难曲折的

奋斗历程，见事见人，图文并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行

业特色和当阳卷烟厂特色。它是当阳卷烟厂的一个信息库。一份留给后

人的重要文化遗产，可以为后来人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也填补了当阳

市工业企业历来无志的空白。值得祝贺。

当阳卷烟厂创办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

放政策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全

厂干部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拼搏奋斗，锐意进取，大力推动科技进步，

不断调整发展思路，Ak--个几十人、年产值几十万元、产品仅能在县内

销售的地方小厂，发展成为拥有职工千余人，年产值数亿元，产品畅销

28个省市自治区、远达东南亚和欧洲，年销售收入数亿元，上缴税金总

额15亿多元的国家中型企业；上缴税金占到当阳市同期财政总收入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20世纪90年代，中共当阳市委、当阳市人民政府曾

在全市工业系统内广泛开展“外学邯钢，内学烟厂”的活动，获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1年，当阳卷烟厂融入湖北三峡烟草有限公司。2003年，又归

并于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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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着眼宏伟蓝图，奋力完成“十一五”规

划，以优异的成绩，谱写武烟集团的新篇章!
。

值厂志付梓之际，添此数语，权以为序。

注：倪华系湖北三峡烟草有限公司总经理。

倪 华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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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当阳卷烟厂志》，是遵照湖北省烟草专卖局2001年5月22

日《关于认真组织编纂(湖北省志·烟草志)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的。

盛世修志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历史传统，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方志乃

一方之全史。那么，厂志则当是一厂之全史。当阳卷烟厂1973年2月

建厂时只有45名职工，固定资产3．5万元；当年产值仅占当阳县工业总

产值的1．6％，上缴税金仅占当阳财政总收入的2．8％。建厂31年来，烟

厂资产总额已有55668万元；总产值占当阳同期工业总产值的9．8％，最

高年份达到37．3％；上缴税金总额占当阳同期财政总收入的53．4％，最

高年份达到90．5％，当阳的财政一度被称为“烟财政”。烟厂开发生产

了四大类217个品种的卷烟，产品销售遍及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远达东南亚及欧洲。烟厂在当阳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了36家企业

的发展；通过建设基地种植烟草，促进了长阳、宣恩、秭归、咸丰、兴

山、巴东、老河口、襄阳、保康等九县市的经济发展；多次被省、地、

市评为文明单位、最佳文明单位。当阳卷烟厂已发展成为农、工、商、

交通运输、内外贸一体的重要企业，还先后解决了数千人的就业问题。

此次全行业修志期间，烟厂归并到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当阳卷

烟厂不复存在。因而，借全行业修志的东风，将烟厂的历史沿革、经济

地位、生产加工、管理、销售、科技成就、多种经营、党群工作与精神

文明建设、人物、烟事文化等各门类各层面的资料全面、系统地搜集起

来，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宝贵机会了。我们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

按国家烟草专卖局和湖北省烟草专卖局规定的修志指导思想及基本要求，

贯彻存真求实方针，坚持以质量第一为工作核心，力争资料的全面性、



准确性和编纂的科学性统一，力求编成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烟草行业特

色、当阳地方特色和当阳卷烟厂特色的厂志。

江泽民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志书虽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具有“存

史、资治、教化”的功用。希望《当阳卷烟厂志》能对当代人和后来人

研究、总结、利用历史经验，吸取教训，起到积极作用，产生应有的社

会效益。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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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

当阳卷烟厂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本志记事时间，起于1973年2月，止于2003年12月(《概述》

有上溯下延)。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目以下视情况设分目、子目、条目

或分层次记述。

四、本志以记、述、志、图、表、录为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设

建设沿革、卷烟生产、原辅材料、卷烟营销、教育科技、管理、财会审

计税金、党群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生活福利、多种经营等lO章和人

物专章。志首设大事记、概述，志尾设附录。详略由收集到的资料决定；

2000年后因不是独立法人，记述要略于此前。 ．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注释采用章末注。

六、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均按资料原文或者当时的正式称谓记载。

人物除必要时附以职务外，一律直书其名。组织机构在第一次出现时用

全称，以后出现时视行文需要采用简称，简称以不使文意发生误解为原

则。“烟厂”一词，均为本厂不同时期厂名的代称。术语在第一次出现

时用括注说明，以后出现时不再说明。本志记述中出现的当阳县和当阳

市两个建制名称，以1989年1月1日分界，此前为当阳县，1月1日起

为当阳市。 ．

七、本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计量。数字和纪年按

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志稿



中“90年代”等X X年代，统为20世纪的年代。

八、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为了记事完整，部分条目采用纪事

本末体。各种统计表、示意图，以章为单位排序号，插于该章之中或附

于章末。

九、本志人物分作人物简介、人物录和人物表，分别收录担任一定

职务、获得不同级别表彰或有特殊贡献者。

十，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阳卷烟厂档案室档案，部分采

自地方各级档案馆档案、地方和烟草行业相关部门档案、书、报、刊及

口碑资料，均经核实，除引用原文的外，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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