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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又一部烟草志_《福建省三明烟草志》付梓了，这是三明
烟草行业的一件大事，也是福建省烟草行业又一件有意义的事，可喜可

，

贺。
．

·

三明是福建的最大烟区，虽然种植烤烟历史短，但起点高、发展快，

仅10年时间，烟叶年产量就达4万吨，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称赞。三明

发展烟叶的模式是成功的。三明烟草行业探索的“进单上山力栽培模式
’

成功地解决了烟粮争地的矛盾，选育的优良品种“翠碧1号"成为福建

省的当家品种，研究推广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对提高福建烤烟单产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三明科技兴烟有很大特色，值得福建乃至全国各地借

鉴。三明烤烟的发展不仅解决了福建卷烟工业原料不足的问题，而且为

全国卷烟工业，为三明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烤烟长足发展的同时，三明烟草卷烟经营和非烟产业也健康发

．展，初步呈现出“三架马车"齐驱的局面。卷烟流通领域改革走在全省、

全国前列，开展的卷烟销售网络建设经验受到省公司、国家局的重视，

+走工商联营道路，同卷烟厂合作开发的“金海"、“大金湖"卷烟走俏市

场。联合研究开发的烟草硒蛋白系列产品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准，前景广

阔。
‘

、

三明烟草企业实力日益增强，1995年实现税利超亿元，固定资产

’总值达到1．8亿元，两次被国家局评为“烤烟生产收购先进市"、多次

·受到省、市政府和省烟草公司的表彰。

盛世修志，存史资政。三明烟草专卖局、分公司领导做了一件功在

当代、惠及后人的有益之事。 。．
’

～

’

。《福建省三明烟草志》结构合理，重点突出，记述得当，充分反映。

了三明烟草行业的特点和特色，基本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i观点鲜明的新志书。此志的编纂

付梓，将对三明烟草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必定对福建省烟草事

业发展有所裨益。

我作为曾经是福建省烟草行业的一员，作为一个烟草界同仁，通过

此《序》向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三明烟草系统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

候，。向《福建省三明烟草志》全体编纂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希望三明

烟草事业更上一层楼。 ’r

。

、墨llb_"。磊震岳。磊绦，
彤～6

7∥孑多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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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一
，J o_-

《福建省三明烟草志》自1992年6月开始编纂，历经四年多时间的‘

辛勤耕耘，t终于付梓了。这是三明烟草史上的一件大事。

三明白明万历后期引种烟叶迄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沙县在民

国时期成为福建省四大烟区之一而久负盛名。但几百年来还没有一部

较详细记述三明烟草发展全貌的典籍。，_+一 ．．，

盛世修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三明烟草事业迅速发展。值此

良机，三明烟草专卖局、三明烟草分公司承担起了这利在当代惠及后人

的修志重任。 ·

，

+‘

一三明种植烟草时间较长，但面积产量时多时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各地虽有零星种植，都未能成功地大面积推广。70年代末，宁 。

化县开始种烤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1985年三明烟区创造性地探

索试验成功一条因地制宜“进单上山，保粮促烟"的种植模式。1988年

全市发动广泛种植烤烟，1991年烟叶产量跃居全省第一位；1992年获

全国“烟叶生产收购先进单位"称号；1993年烟叶产量达39253．6吨，

占全省产量44％，‘被专家称之为南方烟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烟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整个三明烟草事业的发展、壮大，卷烟销

售量由1984年的3．8万箱增加到1993年的9．7万箱，增长1．5倍；固

定资产总值由1984年的20．4万元增加到1993年的8210．16万元，增

长402．45倍；利税总额(含特产税)由1984年的69万元增长到1993

年的6987万元，增长101．26倍，人均税利由1984年的0．49万元增长。

到1993年的4．45万元，增长8．1倍。

三明烟草事业的发展壮大，靠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靠的是上

级主管部门和地方党、政的正确领导；靠的是行业全体干部职工的，篡创

业、开拓、服务、创新"精神；靠的是全国各地烟厂和兄弟单位的支持



和帮助。． ．

我们不应忘记，宁化县委、县政府在发展烟叶之初，在未被人理解

的情况下执著追求，筚路蓝缕，历经辛劳与曲折，终于被正式列入国家

的种植计划并获得优惠政策；我们不应忘记，当时省公司领导与厦门卷

烟厂刘维灿女士、成武先生以及厦门烟草界同仁对三明烟叶基地发展

论证以及初具规模之后，都始终给予大力的扶持和指导；我们不应忘记

在三明烟草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几位同志因公受伤，有三位同志以身殉

职，值得我们缅怀并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工作。

编纂《烟草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第二次编纂《福建省三明

烟草志》难度更大。虽然如此，参加编志的同志还是以严谨的态度、扎

实的作风，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志书的体例规范及时编纂成

书。在此还值得提出的是，邱振庸同志在编志过程中自始至终，任劳任

，．怨，为本志顺利编纂，付出了辛勤劳动。在编纂《福建省三明烟草志》

过程中，得到国家烟草专卖局、福建省烟草公司以及三明市地方志编纂
’

委员会领导的指导和帮助；得到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协助；得到全市烟

，草系统广大烟草工作者的支持配合；特别是得到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

长姜成康同志的关心并为本志作序。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i葫鬈毒_学?芋一，分警7疆
福建省烟草公司三明分公司经理。【】少’形拶一('



凡 例
“

．

’

·
‘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记述三明烟草

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地方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资料归类横排，以时间为序纵写。

三、全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

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用第三人称书写。有些文字较多的常用专用名词

或法规条例，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简称，以后出现时则用简称，

如三明烟草专卖局、三明烟草分公司，分别简称“市局’’、_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卖局》、《烟草专卖条例》、《烟草专卖实施细则》分

别简称《专卖法》、《条例》、《实施细则》。

四、本志记述年代，上溯三明烟草行业的发端，下限至1993年，重

大事件延伸至本志定稿之时。
． 五、关于历史纪年，对清代及其以前时期标明朝代年号、年份，并

在括号内注公历纪年；民国时期标注年份和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则一律用公历纪年。 ·

六、本志以现在三明市所辖9县、1市、2区为记述地域范围。志

’书中凡称“现辖区"、“全区"、“全市"皆指今三明市所辖地域。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福建省烟草公司、三明烟草分公司、三明烟草

科学研究所和各县(市)烟草公司的档案，以及福建省、南京市、三明

市等图书馆、档案馆、《三明烟草》、《中国烟草》、《三明概览》、《三明

市商业志》等有关刊物、志书，并引用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入志资料，

一般不注明出处。 。．

八、本志中计量单位，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另，

本志中的单位“箱"为一箱等于250条卷烟。

。九、本志所用的数据以三明烟草行业统计报表为准，没有统计资料

的则由有关部门提供。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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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三明市位于福建省中部偏西，闽江上游，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地理座

标介于东经116。227～118。36’和北纬25。297"-'27。077之间。东接福州市，南连龙岩、

泉州市，北邻南平地区，西同江西省毗邻。全市总面积23164．35平方公里，1993

年底总人口253万人。境内交通便利，鹰厦铁路从东北往正南贯穿沙县、三明市

梅列区和三元区、永安市，公路网四通八达。 一 ’．

三明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战国时期属

楚国地，秦属闽中郡，汉属会稽郡，三国时期属建安郡，两晋属绥城县，唐宋分‘

别属建州、汀州、福州，明清分属汀州府、延平府。
。

民国初期废府、州，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全省设闽海、厦门、汀漳、建

安四道；沙县、将乐、泰宁、建宁、永安等县属建安道，宁化、清流、归化属汀

漳道，大田属厦门道。民国17年(1928年)废道，各县直属福建省政府。民国24

年(1935年)归化县改名为明溪县，民国29年(1940年)始置三元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今三明市各县分属永安、龙岩、南平专署。 ：

1956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三元、明溪二县合并成立三明县，隶属

南平专署。1958年7月，福建省委、省人委决定在三明县正式成立三明重工业建

设委员会。195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与三明县合并，成

立相当于地市一级的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直属省人委领导。1960年5月，三明

人民公社改为省辖三明市，辖区不变。1961年8月，三明市设城区办事处(县级

建制)；10月划出三明单独成立建制，辖境为原明溪县行政区域；11月22日·，宁 ；

化、清流、永安3县从龙岩专区划归三明市管辖。1963年4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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