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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始县烟草志》经过编纂人员三年的伏案，正式问世了。

这本近40万字的专业志书，准确地记载了建始县烟叶生产尤其是

白肋烟和烤烟生产发展的历程，同时也适当地记述了建始卷烟工业的

兴衰。

解放初期．建始仅有少量晒烟生产和丝烟加工业。20世纪60年代

中期引进烤烟和白肋烟后，烟业逐渐发展成为建始县农民致富、财政

增收的支柱产业。建始的白肋烟生产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规范科

学的生产技术、经验丰富的烟农队伍以及优良的白肋烟品种和先进完

备的加工设备而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自1986年起，建始县被列为全国

白肋烟出1：7备货基地县，产品远销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截至2003年，为烟农提供收入6．89亿元。为国家财政提

供各种税收12．2亿元。

40年来。建始县委、县政府带领各部门、各单位和全县烟农一道

致力于白肋烟、烤烟生产的发展，历尽了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

尤其是在那些银根紧缩，市场疲软，企业无法及时兑现烟叶收购款的

年代，全县广大干部和烟叶主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广大烟农给予了

充分的理解和信任。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为建始的烟叶生产、发展作出

贡献的各级各部门干部、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我们更没有理由忘记

从事烟叶生产的全县广大烟农。我代表县政府在这里向全县广大干部

和烟农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正面临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建始的白肋烟、烤烟

生产为我们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我们将借鉴这



构调整的步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谱写

建始县人民政府县长易而托0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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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改革为主线，努力突出建始县烟草生产的

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建始县烟草行业的发展历程。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横分事项，纵述始末，详近略远，详略得

当。以志为主，尽可能地追溯建始县烟草业各项工作的始末，下限截

至2003年末。

本志中的《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人物传》

只收录对县烟草业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其他确有必要入志的健在

人物和按上级规定入志的人物收人在《人物简介》或《人物表》；图、

表随相关内容附录。

三、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建始雪茄烟厂系国家计划内烟厂，应独

立成志，但考虑到建始雪茄烟厂已于2001年关闭，为避免史料遗失，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本志的完整性，本志对1984年后的建始雪茄

烟厂的情况亦做粗线条勾勒。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纪年、地名、机构、职官、行政

区划等均沿用各历史时期正式称谓。

五、本志中汉字的使用遵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颁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志中所采用的计量单位，

解放前的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解放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的规定执行；数目字用法遵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

六、本志中所采用的数据以建始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主，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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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以县烟草公司提供的资料为准。

资料来自建始县烟草公司档案室、建始县地方志办公

委党史研究室、建始县财政局、建始县档案馆、建始

委员会等处，为节省篇幅，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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