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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云南省大理州烟草专卖局局长赵 全云南省烟草大理州公司经理⋯
修史编志，是一项记载历史、激励

当代、昭示未来的大事；对于继承历史

传统，弘扬时代精神，鉴往知今，指导

今后工作，促进大理州“两烟”事业持

续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作为有着悠久烟叶种植和卷烟生产及其

经营历史的大理，近几年来。两烟”生

产已成为支柱产业，因而编写一本《大

理州烟草志》已是刻不容缓、千秋永存

的大事。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体

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本志书终于

付梓了，谨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祝

贺这本志书的面世。

大理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烟草的气

候条件和土壤条件。从大理州巍山县巍

宝乡大楼坊火葬墓出土的元末明初陪葬

品中的青釉瓷蝤嘴；明代大医药家张介

宾在《景岳全书》中有关大理的群众有

。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问矣”的吸烟习

惯记戴清乾隆二十四年绘于巍山县巍

宝山文昌宫文龙亭下的壁画《踏歌图》，

图中彝族同胞边踏歌边吸烟的画面·都

说明大理烟草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大理在1931年就开始烤烟种植、加

工，但一度徘徊，发展不快。党的十一

届三中垒会以来．大理州的烟草事业焕

发了青春，1984年1月成立了大理州烟

草专卖局、大理烟草分公司，此后相继

成立了各县(市)的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

司(股份公司)，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

制，现已形成了全州从烤烟生产经营、

复烤加工到卷烟生产经营的系统和网络

体系，井初具一定规模。

在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和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的领导和支持下，通

过全州人民和烟革职工20年的艰苦努

力，大理烟草在激烈的竞争中日益发展

壮大。目前，垒州已具备了种植烤烟50

万亩能力和生产卷烟40万箱的生产规

模．在全国“两烟”中占有了一定份额。

近几年来．我们按照“市场引导、计划

种植，主攻质量，调整布局。的烤烟生

产指导方针，突出“控制面积、提高质

量、择优布局，优化结构”的工作重点，

加大了科技兴烟力度，拥有一支烤烟生

产经营，复烤加工和卷烟生产经营的专

业技术队伍．形成了州．县(市)．乡，村

四级科技推广体系，烟叶质量明显提

高，烘烤技米有效改善。市场占有率显

著提高。大理卷烟销售已实现“电话订

货、电子结算．网上配置、现代物流”的

现代商业流通要求。专卖管理工作成绩

突出，销售网络运行良好，大理烟草行

业的知名度与目惧增。作为大理州四大

支柱产业之一的。两烟”生产，为地方

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

在，谋划未来。大理的烟草生产经营面

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的一切工作

以构建现代商业流通企业为宗旨，围绕

市场和竞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创大理州

烟草公司企业品牌，认真抓好烟叶生产

经营实现公司加农户和市场订单模式，

卷烟专销网络建设实现公司加经销户和

利益共同体模式的两项基础，积极做好

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绩教模式的三项

调整．完成信息化工程．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文化建设，标准化工作等四项工

程，以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挑战未来，

再创大理烟草的新辉煌。

通现《大理州烟草志》，感到这是

一本既有史料性，又有科学性的志书，

它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大理烟草发展的历

史．了解大理烟草的现状，掌握历史和

现实的烟草专业知识，更好地创新和展

望未来，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参考价

值。该书体例规范，脉络清楚，史实具

体、资料翔实、言简意骸、图文并茂，

是了解大理烟草发展的一本很好的工具

书，该书凝聚了编辑办公室和编写者的

心血和智惹，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2004年11月

一夙图黜圆国窳



凡 例

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编纂指导思想，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事实反映客观规律。

2、本志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以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特点突出、

文风端正为标准，以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

3、本志根据新编部门志的体例要求，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按篇、章、

节、目的结构，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详今略古，叙而不论，力求政治性、严肃性、科学性和资料

准确性的统一。

4、本志的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当地名称，历史名称注明现地名，其它概使用经批准的标

准地名。

5、本志资料主要来源州烟草公司档案室，并由大理卷烟厂档案室、州烟草公司各部门和县

(市)烟草公司提供。各类数据一般由行业部门提供；缺失的，则慎重地采用州统计局、州档案馆

及有关部门资料。

6、本志中的“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简称为“州委”、

“州政府”，州内12县(市)简称为XX县(市)委、XX县(市)政府；国家烟草专卖局、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大理州烟草专卖局、州内12县(市)烟草专卖局分别简称为国家局、省局、州局、

XX县(市)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烟草公司、大理州烟草公司、州内12县(市)烟草公

司、烟草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简称为总公司、省公司、州公司、XX县(市)公司。

7、本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8、本志行文规范。年代和数字用法均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委等7个单位《公布(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联合通知》的具体规定执行。计量单位除1949年前用市制外，均

用法定计量单位，土地面积以亩为单位。有小数点的取小数点后二位，小数点的进位采用“四舍五

入”处理。

9、本志上限的时间一般到1949年，有必要追溯者，不受上限时间的限制；下限的时间止于

2003年12月31日，机构改革和主要领导变动的时限适当下延至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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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概 述

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地处东经98。527。101003’、北纬240

417～26042之间。自治州首府大理市，距省会昆明市338公里，东连楚雄州，南与思茅和临沧毗邻，

西接保山和怒江州，北同丽江山水相连。全州国土总面积29459平方公里，2003年，年末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114人，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3．7％、坝区面积占16．3％，东西最大横距320多公里，

南北最大纵距270多公里。大理州是滇西交通、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又是山水雄奇、具有悠久

历史的胜地。 I

大理州风光秀丽，气候温和。州境最南端纬度和最北部纬度接近北回归线，太阳辐射投射角

大。全州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在5 000～6 500兆焦耳／平方米之间，年平均日照时数2 000．2 700／|',

时，年平均降水量560—1 050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15℃一19℃。具有光量多、光时长、光质好、

气候温和、干湿分明、四季不明显的立体气候特点，适宜于烤烟生长发育，大理地区是烤烟生产的

最适宜区和适宜区。

大理州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全州2003年末耕地面积293．22万亩，其中

有224万亩适宜种植烤烟，能保证60万亩烤烟生产的三年轮作制；烤烟主要分布在海拔1 400～

2000米的地域，其土壤主要以红壤、紫色土、水稻土为主。水资源尤为丰富：州内主要河流属金沙

江、澜沧江、怒江、红河(元江)四大水系，有大小河流160多条，呈羽状遍布全州；州内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298．72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为105．8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32．3亿立方米，

合计有水138．1亿立方米，人均达4 500立方米。煤炭资源也较为丰富：全州地下蕴藏的煤矿保有储

量1．36亿吨，主要分布在祥云、宾川、鹤庆、弥渡、永平等县。全州交通便捷：有大理机场、广

大铁路、楚大一级公路、大保一级公路、大丽二级公路和洱海航运，形成了滇西交通枢纽；州内形

成了以州府大理市为中心，连接各县，向四面辐射、干支纵横的公路网络。丰富的土地资源、水资

源、煤炭资源，以及便捷的交通，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为大理烟草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悠久的烟草历史

大理是云南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唐宋时期，以洱海为中心崛

起的南诏国、大理国，相延515年，使大理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白族为代表的汉

族、彝族、回族、傈僳族、苗族、纳西族、傣族、布朗族、瑶族、壮族、藏族、阿昌族等13个世

居民族在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还广收博采中原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的先进文化

和文明成果，形成自己独有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优秀文化，被中外誉为“人杰地灵”。

美丽神奇的大理具有悠久的烟草历史：州内巍山县巍宝乡大楼坊火葬墓出土的元末明初陪葬品

中的青釉瓷烟咀；明代大医药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有关大理当地人有“无分老幼、朝夕不能

间矣”的吸烟习惯的记载；撰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剑川县志》“食货”中“烟叶”的

记载；绘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巍山县巍宝山文昌宫文龙亭下的壁画《踏歌图》，图中彝

族边踏歌边吸烟的绘画；记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弥渡县天目山张氏墓碑：城南因种烟而得

名的“烟园村”；晚清，大理不仅有广泛的晾晒烟种植，并在大理古城、下关、巍山等地出现多家

加工制作经营烟丝的生产作坊，烟丝销往省内外，并经博南、澜沧江神舟渡两条古道达德宏和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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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而销往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大理烟丝驰名中外⋯⋯历史的痕迹充分佐证了大理是中国烟

草的发祥地之一。

大理烤烟种植始于民国20年(1931年)，是年10月12日，云南省政府发出训令第18号，通令

全省适宜种烟34县县长(大理的弥渡、宾川在内)广集(美烟)种子进行试种，自此烤烟种植进

入大理地区；云南烤烟生产发展到民国36年(1947年)，已有8个推广区，37个种烟县，而第6推

广区(弥渡区)就定为大理州内的弥渡、宾川、祥云、蒙化(今巍山)等县，之后又推广到其余县

(市)。大理的卷烟生产始于民国23年(1934年)，大理州鹤庆县云鹤镇商人杨继文开设了“惜阴

芦”文具铺，首创人工卷烟，牌号为“明星”；抗日战争期间(1943年前后)，小型卷烟生产发展得

较多，当时因交通受阻，卷烟货源紧张，大理种烟县(市)遂出现用本地烤烟加工手卷烟的号铺。

大理的卷烟销售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当时下关商号“炳兴祥”、大理商人丁毓书均被委

托为英美烟草公司在大理的代理商。大理的烟草专卖管理始于民国32年(1943年)，当时民国政府

在云南设立烟类专卖局，是年11月1日成立财政部云南区烟类专卖局下关业务所，主办下关、大

理、凤仪等处烟类经营业务⋯⋯众多的史实记载了大理对于云南烟草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艰苦卓绝的大理烟草20年

大理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悠久的烟草历史，但几度春秋、几经风雨、几易体制，大理

烟草仍一直努力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西南边陲，1984

年1月，大理州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理顺了大理烟草体制。20年来，大理人民艰苦奋斗，以

锐意改革的精神，将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精心培植大理烟草，在激烈的竞争中励精图志，发

展壮大。2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大理烟草却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奋斗历程，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大理烤烟五次获得全国烤烟生产先进地区的殊荣；大理卷烟厂位列中国烟草行业100

强中的前30名，“三塔”牌卷烟连续六年被评为全国49种名优烟之一，大理烟草终于在中国烟草占

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大理民族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大理烟草发展起步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五”计划期间，根据国家烟草专营体制的要求，

1984年1月成立大理州烟草专卖局(公司)，同时成立的县级烟草专卖局(公司)有：大理市、祥

云、宾川、弥渡、巍山等县，这样理顺了体制，加强了领导，促进了大理烟草的振兴和全面发展。

经过9年来打基础、求生存、求发展的艰苦创业，大理烟草到1992年已初具规模：州局(公司)辖

两厂(大理卷烟厂、州复烤厂)和10县(市)局(公司)，“两烟”上缴税利费达42 642万元，比

1983年的1 660万元增25．69倍。1992年11月13日，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大理烟草发展的需要，

州局、州公司(含州复烤厂)和大理卷烟厂实行“三合一”管理体制(统称大理州烟草企业)，实

现了产供销、人财物、农工贸的一条龙综合管理；1995年9月17日，州公司、大理卷烟厂加入云

南红塔集团，得到玉溪红塔集团的大力支持，为大理烟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经过10

年来的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和不懈的艰苦努力，大理烟草发展到2002年已初步实现良性循环，“两

烟”上缴税利费已达119686万元，比1992年的42642万元增180．68％。2003年6月，根据国家局、

省局工商分设改革的要求，大理烟草企业实施了“三合一”分设：大理卷烟厂按照国家法规和国家

局、省局的有关政策规定，组织卷烟生产和销售；州局与州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

公，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负责辖区内烟草管理、卷烟销售和烟叶的生产经营。

大理州局(公司)辖12县(市)局(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州复烤厂和宾川白肋烟有限责任

公司，基层烤烟收购站点78个，卷烟销售网点124个，专卖管理所64个，员工2 100人，现已拥有

一支烤烟生产经营、复烤加工、卷烟经营和专卖管理的专业队伍，并形成了州、县(市)、乡

(镇)、村四级烤烟科技推广和卷烟销售及专卖管理的网络体系。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省局(公司)

的领导下，大理烟草经历了“六五”起步、“七五”打基础、求生存的艰苦创业阶段；经历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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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求发展，大理烟草拼搏出一条“质量、速度、效益型”的发展之路；经历了“九五”求稳定发

展，全国烟草市场发生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1998年起，国家实行“双控”政策，大理

烟草实现了由大规模发展到控制面积、控制产量、提高质量、提高等级合格率的艰难的重大转变；

进入“十五”技术创新阶段，大理烟草以规范为保障、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为手段，全面提升生

产水平，力争在“名特优”上有大的突破。20年来，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择优布局，巩固老烟

区、发展新烟区，认真发挥烤烟生产的自然优势；努力增加对烤烟的投入，大办“烟水工程”，

1988～2003年，共投入资金2．8亿元，完成4 326件水浇地工程，切实改善105．94万亩烤烟生产的基

础条件；坚持“质量第一”的发展方针，从推行“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生产技术入手，大力

发挥指挥田、综示区的示范推广作用；深入贯彻“科技兴烟”战略，培养了一批努力进取、有敬业

精神、能吃苦耐劳的科技人员，认真开展了从营养袋假植育苗到漂浮育苗、包衣制种到速生催芽以

及测土配方、平衡施肥、烟草病虫害防治、科学烘烤等等的科技推广工作，大理州的烤烟、白肋烟

生产的科技水平处于全省先进行列，得到国内外烟草专家的一致好评。20年来，州局(公司)不仅

致力于大理烟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以充足的优质原料支持了卷烟工业的发展，2003年，技改建成

6000千克／d,时打叶复烤生产线，每年向省内外厂家提供2．5万吨的打叶复烤烟叶，大理烟叶在省

内外市场呈供不应求之势。

大理烟草20年，发展迅猛：1983年，大理种植烤烟83 897亩，属云南省分散烟区(时全省种植

面积110万亩)；2003年，大理种植烤烟392 680亩，是云南省优质烟区，而且烟叶生产实现了良性

循环。1983年，下关雪茄烟厂(大理卷烟厂前身)仅是年产卷烟2．83万箱的小厂，在云南卷烟工

业中无足轻重；2003年，大理卷烟厂年产40．3万箱卷烟，已发展成为拥有90年代初国际先进生产

设备和厂房，年生产能力50万箱卷烟的现代化企业。2003年与1983年相比：烤烟收购量从

12 646．60吨增至47 996．21吨，增3．8倍；上等烟比例从2．80％提高到41．35％，提高38．55个百分

点；农民种烟收入从2 177．72万元增至51 398．84万元，增23．6倍；上缴农特税从884万元增至

11 307．75万元，增12．8倍；卷烟产量从2．83万箱增至40．3万箱，增14．2倍；卷烟工业总产值从

2 485万元增至204 319万元，增82．2倍；卷烟销售收入从l 436万元增至199 674万元，增139．05倍；

大理烟草20年，成就显著：20年烤烟种植面积累计770．41万亩，收购烟叶累计100．35万吨，

种烟户累计349．16万户、农民收入累计62．81亿元，农特税累计18．87亿元，全州烟草商业上缴税

利费累计28．57亿元；20年生产卷烟累计578．78万箱，工业总产值累计154．66亿元，卷烟生产利

润累计4．89亿元，大理卷烟厂上缴税利费累计88．34亿元。大理烟草产业已成为自治州的一颗璀灿

的企业之星。

大理烟草20年，贡献突出：20年来，“两烟”上缴税利费累计116．91亿元，同期州财政总收

入累计217．24亿元，“两烟”上缴税利费占州财政总收入的53．81％。大理烟草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对自治州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大理烟草在创新中开拓前进

目前，全国烟草行业的干部职工正在加强对烟草发展规律的认识，围绕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做

强做精企业，增强中国烟草竞争实力的目标。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研究烟草发展，着力把握和解决好

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优化烟草经济结构、健全有效宏观调控体系、培养充

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等五方面工作。州政府在大理州“十五”规划中下达给大理烟草行业的

任务是：“十五末期烤烟生产达到6—6．5万吨，白肋烟0．5万吨，卷烟产量达45万箱，单箱税利

3 000元。着力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靠科技创新来实现卷烟产品质量的创新，提高卷烟内外在

质量和吸食安全性，努力提高烟叶可用性和内外在质量，提高档次，争创名牌，在市场竞争中稳步

提高”。大理烟草行业的干部职工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在与时俱进的环境中认清形势，在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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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大潮中把握机遇，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依靠科技、强化管理、开拓市场不断创新，努力实

现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州局(公司)面对入世后激烈竞争的严峻形势，围绕烟草行业“大名牌、大市场、大企业”的

改革方向，用创新的观念理清思路，提出与时俱进的近三年目标：以构建现代商业流通企业为宗

旨，围绕市场和竞争，创大理烟草公司企业品牌；为实现目标，狠抓两项基础：烟叶生产经营实现

公司加农户和市场订单模式，卷烟专销网络实现公司加经销户和利益共同体模式；并做好组织结

构、运行机制、绩效模式等三项调整；认真完成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标准化等

四项工程。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大理烟草行业的干部职工正齐心协力，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勇

往直前。

大理烟草20年，曾经艰难，曾经辉煌，都已成为昨天；大理烟草的今天，任重道远，自强不

息，在创新中开拓前进，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大理烟草的明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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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 记

元末明初

大理州巍山县巍宝乡大楼坊火葬墓出土的青釉瓷烟咀，据同墓出土的铁釜纹饰考证系元末明初

的陪葬品。这是大理最早的有关烟草的出土文物。

明洪武"t-五年(1382年)

明代大医药家张介宾(字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记载：“求其服食之始，则闻以征滇之役，

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而今则西南一

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查明代征大理之役，一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为英宗正统五

年(1440年)，征麓川，驻大理。这是大理第一次有关烟草文字记载。

；-zJt康熙五--t-二年(1713年)

《康熙剑川县志》于清康熙五十二年撰成，《食货》中有“烟叶”的记载，这是大理第一部志书

有关烟草记载。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大理州巍山县巍宝山文昌宫文龙亭下的壁画《踏歌图》，画有彝族边踏歌边吸烟。《踏歌图》绘

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这是大理最早的有关烟草壁画。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英美烟草公司在昆明设立办事机构，同时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县(市)设代理商。下关商号

“炳兴祥”、大理商人丁毓书曾为英美烟草公司代理商。

晚 清

晚清，在大理古城和下关、巍山等县城已出现多家加工制作经营烟丝的生产作坊，烟丝销往云

南全省各地，并经博南、澜沧江神舟渡两条古道达德宏和西双版纳而销往缅甸、老挝、泰国等国

家，驰名中外。

民 国

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篇》中册第519页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邓川县属之右所、李家

营村民以烟叶置于压榨器之成饼，取出以铁刨推切即成。年可出2万斤，每斤价洋6角。”

民国20年(1931年)10月12日，云南省政府训令第18号，通令全省适宜种植烤烟34县县长

(弥渡、宾川在内)，广集“美烟”种子进行试种，自此烤烟种植进入大理地区。

民国23年(1934年)，鹤庆县云鹤镇商人杨继文开设了“惜阴芦”文具铺，首创人工卷烟，牌

号为“明星”。

民国30年(1941年)，云南省政府成立“云南烟草改进所”，撤销“云南改良烟草推广处”。

民国32年(1943年)11月1日，在下关兴文银行内组织成立财政部云南区烟类专卖局直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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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烟草志

关业务所，委任顾品端为业务所主任。

民国36年(1947年)，云南省政府986次会议通过“奖励种植美种烤烟，以裕民生”和“继续

倡种，切实奖励，普遍推广，使能合理之自由发展，实为极其有前途之事业，期以自信自足之余，

供应外销，发展农民经济，繁荣农村”的提案，并指定云南省企业局继续集训人才，分配各县，携

带烟种，照本分售，指导工作。发放垦荒种植、育苗、肥料、烤房建盖、燃料等低息贷款，鼓励多

种烟、种好烟。全省重新成立8个推广区，有37个种烟县[第6推广区为弥渡区：包括弥渡、宾

川、祥云、蒙化(今巍山)、大姚、姚安、镇南]，在37个种烟县中大理有4个县。云南省烟草改

进所委任范崇玉为第6推广区推广员，李潘本(祥云人)派回祥云县作烤烟技术辅导。

民国36年(1947年)8月15日，祥云县县长钱介批准成立“祥云县烟草商业同业工会筹备

会”，当年祥云县种植“美烟”399亩(18个村庄262户种烟)，产量达20．56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
大理驻军(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在下关筹建了部队卷烟厂，取名“红星烟厂”，生产手工

卷烟，供给部队。

4月6日，云南省贸易总公司大理分公司成立，烟草为其中经营品种。

9月，大理专员公署成立工商科，各县(市)相继成立工商科，对全州商业进行管理。烟草纳

入工商管理。

1951年

3月，下关有11家卷烟生产作坊开业，即福星烟庄、义丰、洱海、明星、中赣、胜利、红一、

和平、瑞丰烟厂及大华卷烟厂，前进家庭工业社。

5月，大理专区专卖处成立，下关市场卷烟业务由专卖处管理，各县由县级专卖机构经营管理。

7月1日，大理县贸易支公司成立。各县贸易支公司相继成立。

是年，“红星烟厂”改名为“苍山烟厂”，产品牌号“苍山”、“红星”。

1952年

云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根据中央积极恢复老烟区，适当发展新烟区的指示，对烤

烟种植区进行适当调整。烤烟集中在交通方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种烟历史在3年以上的22

个县，并纳入国家计划，政府对烟叶的产、供、销实行控制。调整了粮烟比价，调动了烟农积极

性，使烤烟生产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发展。当年全省种植烤烟7．5万亩，总产5 700吨，亩产75千克；

当年大理专区收购烟叶9．15吨(祥云县7．8吨、巍山县1．35吨)。

8月，大理专区成立了云南省合作社联合大理专区办事处。专区和所属县(市)的烟草种植和

收购归属其管理(以后更名为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大理专区办事处、大理白族自治州供销合作社，简

称为州供销社办事处，州供销社)。

是年，大理驻军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将“苍山烟厂”停厂。该厂所有资产清理后，无偿拨给下

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关市政府)。

是年，以民国时期原“大瓦烟厂”为基础，下关民间创建了一个小卷烟厂“新生烟厂”，由于

产量低、质量差、消耗高、销路不畅等原因，生产不到一年即停厂。

是年，大理专区各县(市)执行国家规定的卷烟税收政策，即《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实施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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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3年

1月，省政府决定卷烟由专卖公司经营，烤烟由国家控制收购。

是年，大理专区收购烤烟11．55吨。

1955年

5月15日，根据省政府的指示，成立大理专区专卖事业筹备处，对全专区烟叶、卷烟等业务进

行专卖管理。

7月，正式成立大理专区专卖事业管理局，下辖下关市重点专卖局。

8月，凤仪县人民政府撤销工商科，成立凤仪县商业局，烟酒经营管理由其统辖。

是年，大理专区收购烤烟18．70吨。

1956年

国家为了扶持烤烟生产，解决烟农购买化肥、燃料和建盖烤房的困难，向农民以无息贷款形成

支付预购定金，预购定金按预购总额的18％，不低于12％的比例预付。

2月，大理专区各县市私营商户实现公私合营，私营卷烟、烟丝生产即不再存在。

6月，大理县政府撤销工商科，成立大理县商业局，烟酒经营管理由其统辖。·

7月1日，成立下关市商业局。

11月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

是年，下关市专卖公司成立。

是年，大理州收购烤烟1 782．75吨。

1957年

9月，撤销下关市专卖公司，成立下关市服务局，全年销售卷烟2 838箱。

是年，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商业局(县市相继成立)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服务局(县市相继成

立)。卷烟由商业局经营，卷烟专卖由服务局管理。

是年，大理州种植烤烟品种为美国大金元，收购烟叶1 233．5吨。

1958年

2月，云南省烟酒专卖公司撤销，卷烟和烤烟业务分别由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负责经营。

8月，州商业局、州供销社办事处、州服务局合并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商业局(以下简称州商

业局)，烟草经营、专卖管理统属州商业局管理。

是年，下关市政府筹建“下关纸烟厂”(小型国营卷烟厂)，利用部队“苍山烟厂”移交地方的

两台卷烟机和两台切丝机及有关辅助设备，于8月生产卷烟，产品牌号“三塔”、“卫星”、“跃进”、

“洱海”等。日产10箱，当年生产卷烟2 154箱。

是年，大理州收购烤烟865．10吨。

1959年

国务院批准有关部委报告，将卷烟规定为二类商品，由商业部统一收购、统一安排市场。

是年，大理州收购烤烟1 485．70吨。

1960年

全国因“大跃进”的影响，农作物歉收，烟叶严重减产。为保证市场卷烟供应，根据上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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