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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前，中国正处于振兴民族的伟大历史时期。烟草行业保持高速发

展，《孝昌县烟草志》应时而生，当属孝昌烟草文化建设之盛事。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烟叶始以其药用价值传入，至晚清时期，境

内已吸者众多；烟叶种植也渐成规模，从县境东部发迹兴盛渐向南部扩

展。烟丝铺、烟叶行随之兴起，境内烟叶名噪一时，行销四方。民国时

期，几度推行烟草专卖之事，而效果不显，烟草业以其自然之规律缓慢

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境内烟叶种植进入黄金时

期。晒烟种植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烤烟、白肋烟也在境内种植，

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国家政策调整而相继终止。同时，在20世纪80

年代，《烟草专卖条例》颁布实施，中国烟草总公司、国家烟草专卖局

成立；1993年，组建孝昌县，设立孝昌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孝昌烟

草行业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专卖管理、卷烟经营、网络建设全

面发展。成为孝昌第一纳税大户，为孝昌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阅毕掩卷，我们不必自惭形秽，孝昌烟草同样有其百余年的发展历

史；我们更应引以自豪，我们孝昌烟草人用十余年的时间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辉煌成就。修志班子克服了人员少、资料缺、时间紧等困难，以甘

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存真求实的思想和严谨务实的

态度，深入农村，搜集口碑，查阅文献，在省烟草志办专家的指导下，

修成此志。《孝昌县烟草志》不拘一格，以篇章结构，忠实地记录下历

史进程，反映了植根于历史环境和地方特点上的行业特色，蕴含着历史



经验与教训，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孝昌县烟草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专家学

者的关心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在此一并致以敬意!

矛彬



凡 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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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存真

求实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记述孝昌县烟草行业的历史与发展。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烟草传入县境之时，下限迄止2003年，部

分适当上溯延长。

三、本志记述空间为2003年孝昌县行政管辖范围及双峰山旅游区，

考虑历史状况，相关地方加以涉及。

四、本志结构为上、下篇，篇下采用章、节、目结构，目以下分设

子目或分层次记述。

五、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

并用，以志为主。

六、本志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孝昌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前

的烟叶种植、经营，烟丝、卷烟销售；一为局(公司)成立后的专卖管

理、卷烟销售、内部管理。叙事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略记建局以前史

实，详记建局以后史实。

七、本志年代表述：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并公元纪年；民国期间民

国年号和公元纪年并用；1949年lO月以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使用简称时

在首次出现全称后予以提示。

九、计量单位原则上用公制，必要时沿用旧制另加说明。

十、本志所称孝感市在1993年8月以前为原县级孝感市，1993年

／己．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8月以后为地级孝感市。

十一、本志使用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自书、报、期刊和

口碑资料。



上篇建县前⋯⋯⋯⋯⋯⋯⋯⋯⋯⋯⋯⋯⋯⋯⋯⋯⋯⋯一⋯⋯⋯15

第一章烟叶⋯⋯⋯⋯⋯⋯⋯⋯⋯

第一节烟叶生产⋯⋯⋯⋯⋯．

一、生产条件⋯⋯⋯⋯⋯⋯⋯一

二、产区分布⋯⋯⋯⋯⋯⋯⋯··

三、烟叶品种⋯⋯⋯⋯⋯⋯⋯一

四、烟叶种植⋯⋯⋯⋯⋯⋯⋯··

五、采收与调制⋯⋯⋯⋯⋯⋯··

六、生产管理⋯⋯⋯⋯⋯⋯⋯··

第二节烟叶经营⋯⋯⋯⋯⋯．

一、经营管理⋯⋯⋯⋯⋯⋯⋯“

二、分级标准⋯⋯⋯⋯⋯⋯⋯·-

三、烟叶购销⋯⋯⋯⋯⋯⋯⋯··

四、烟叶价格⋯⋯⋯⋯⋯⋯⋯··

五、烟叶储运⋯⋯⋯⋯⋯⋯⋯··



2 孝昌县烟草志

第二章烟丝⋯⋯⋯⋯⋯⋯⋯⋯⋯⋯⋯⋯⋯⋯⋯⋯⋯⋯⋯⋯。61

第一节烟丝加工⋯⋯⋯j⋯⋯⋯⋯⋯⋯⋯⋯⋯⋯⋯⋯⋯⋯⋯61

一、烟丝加工机具⋯⋯⋯⋯⋯⋯⋯⋯⋯⋯⋯⋯⋯⋯⋯⋯⋯⋯⋯62

二、烟丝制作流程⋯⋯⋯⋯⋯⋯⋯⋯⋯⋯⋯⋯⋯⋯⋯⋯⋯⋯⋯62

第二节烟丝经营⋯⋯⋯⋯⋯⋯⋯⋯⋯⋯⋯⋯⋯⋯⋯⋯⋯⋯63

一、集市概貌⋯⋯⋯⋯⋯⋯⋯⋯⋯⋯⋯⋯⋯⋯⋯⋯⋯⋯⋯⋯⋯63

二、烟丝铺⋯⋯⋯⋯⋯⋯⋯⋯⋯⋯⋯⋯⋯．．．⋯⋯⋯⋯⋯⋯⋯⋯“

三、烟丝销售⋯⋯⋯⋯⋯⋯⋯⋯⋯⋯⋯⋯⋯⋯⋯⋯⋯⋯⋯⋯⋯65

第三章 卷烟销售⋯⋯⋯⋯⋯⋯⋯⋯⋯⋯⋯⋯⋯⋯⋯⋯⋯⋯⋯．．68

第一节卷烟管理⋯⋯⋯⋯⋯⋯⋯⋯⋯⋯⋯⋯⋯⋯⋯⋯⋯⋯68

第二节卷烟供应⋯⋯⋯⋯⋯⋯⋯⋯⋯⋯⋯⋯⋯⋯⋯⋯⋯⋯72

一、政策⋯⋯⋯．．．⋯⋯⋯⋯⋯⋯⋯⋯⋯⋯⋯⋯⋯⋯⋯⋯⋯⋯⋯72

二、卷烟供应⋯⋯⋯⋯⋯⋯⋯⋯⋯⋯⋯⋯⋯⋯⋯⋯⋯⋯⋯⋯⋯73

第三节货源⋯⋯⋯⋯⋯⋯⋯⋯⋯⋯⋯⋯⋯⋯⋯⋯⋯⋯⋯⋯74

下篇建县后⋯⋯⋯⋯⋯⋯⋯⋯‰⋯⋯⋯⋯⋯⋯⋯⋯⋯⋯⋯⋯⋯．75

第一章组织机构⋯⋯⋯⋯⋯⋯⋯⋯⋯⋯⋯⋯⋯⋯⋯⋯⋯76

第一节中共党组织⋯⋯⋯⋯⋯⋯⋯⋯⋯⋯⋯⋯⋯⋯⋯⋯⋯．76

第二节行政机构⋯⋯⋯⋯⋯⋯⋯⋯⋯⋯⋯⋯⋯⋯⋯⋯⋯⋯。78

一、内设机构⋯⋯⋯⋯⋯⋯⋯⋯⋯⋯⋯⋯⋯⋯⋯⋯⋯⋯⋯⋯⋯79

二、下辖机构⋯⋯⋯⋯⋯⋯⋯⋯⋯⋯⋯⋯⋯⋯⋯⋯⋯⋯⋯⋯⋯79

第二章卷烟经营⋯⋯⋯⋯⋯⋯⋯⋯⋯⋯⋯⋯⋯⋯⋯⋯⋯。91

第一节卷烟经营体制⋯⋯⋯⋯⋯⋯⋯⋯⋯⋯⋯⋯⋯⋯⋯⋯91

第二节卷烟消费市场⋯⋯⋯⋯⋯⋯⋯⋯⋯⋯⋯⋯⋯⋯⋯⋯92



第六节网络建设⋯⋯⋯⋯⋯⋯⋯⋯⋯⋯⋯⋯⋯⋯⋯⋯⋯⋯1 1 1

一、批发网点⋯⋯⋯⋯⋯⋯⋯⋯⋯⋯⋯⋯⋯⋯⋯⋯⋯⋯⋯⋯111

二、零售网络⋯⋯⋯⋯⋯⋯⋯⋯⋯⋯⋯⋯⋯⋯⋯⋯⋯⋯⋯⋯114

第七节卷烟储运⋯⋯⋯⋯⋯⋯⋯⋯⋯⋯⋯⋯⋯⋯⋯⋯⋯⋯1 15

一、管理制度⋯⋯⋯⋯⋯⋯⋯⋯⋯⋯⋯⋯⋯⋯⋯⋯⋯⋯⋯⋯115

二、仓储设施⋯⋯⋯⋯⋯⋯⋯⋯⋯⋯⋯⋯⋯⋯⋯⋯⋯⋯⋯⋯116

三、卷烟运输⋯⋯⋯⋯⋯⋯⋯⋯⋯⋯⋯⋯⋯⋯⋯⋯⋯⋯⋯⋯117

第三章专卖管理⋯⋯⋯⋯⋯⋯⋯⋯⋯⋯⋯⋯⋯⋯⋯⋯⋯⋯⋯⋯1 18

第一节体制沿革⋯⋯⋯⋯⋯⋯⋯⋯⋯⋯⋯⋯⋯⋯⋯⋯⋯⋯1 18

第二节法规宣传⋯⋯⋯⋯⋯⋯⋯⋯⋯⋯⋯⋯⋯⋯⋯⋯⋯⋯120

第三节专卖执法⋯⋯⋯⋯⋯⋯⋯⋯⋯⋯⋯⋯⋯⋯⋯⋯⋯⋯123

一、执法队伍⋯⋯⋯⋯⋯⋯⋯⋯⋯⋯⋯⋯⋯⋯⋯⋯⋯⋯⋯⋯123

二、执法程序⋯⋯⋯⋯⋯⋯⋯⋯⋯⋯⋯⋯⋯⋯⋯⋯⋯⋯⋯⋯126

第四节证件管理⋯⋯⋯⋯⋯⋯⋯⋯⋯⋯⋯⋯⋯⋯⋯⋯⋯⋯。128
一、执法证件⋯⋯⋯⋯⋯⋯⋯⋯⋯⋯⋯⋯⋯⋯⋯⋯⋯⋯⋯⋯128

二、经营证件⋯⋯⋯⋯⋯⋯⋯⋯⋯⋯⋯⋯⋯⋯⋯⋯⋯⋯⋯⋯129

第五节市场管理⋯⋯⋯⋯⋯⋯⋯⋯⋯⋯⋯⋯⋯⋯⋯⋯⋯⋯134．



4 孝昌县烟草志

第六节内部监督⋯⋯⋯⋯⋯⋯⋯⋯⋯⋯⋯⋯⋯⋯⋯⋯⋯142

第四章 财务与审计⋯⋯⋯⋯⋯⋯⋯⋯⋯⋯⋯⋯⋯⋯⋯⋯⋯⋯147

第一节财务⋯⋯⋯⋯⋯⋯⋯⋯⋯⋯⋯⋯⋯⋯⋯⋯⋯⋯⋯⋯．147

一、管理体制⋯⋯⋯⋯⋯⋯⋯⋯⋯⋯⋯⋯⋯⋯⋯⋯⋯⋯⋯⋯147

二、财务制度⋯⋯⋯⋯⋯⋯⋯⋯⋯⋯⋯⋯⋯⋯⋯⋯⋯⋯⋯⋯149

三、资金、资产管理⋯⋯⋯⋯⋯⋯⋯⋯⋯⋯⋯⋯⋯⋯⋯⋯⋯150

四、费用管理⋯⋯⋯⋯⋯⋯⋯⋯⋯⋯⋯⋯⋯⋯⋯⋯⋯⋯⋯⋯155

五、固定资产 ⋯⋯⋯⋯⋯⋯⋯⋯⋯⋯⋯⋯⋯⋯⋯⋯⋯⋯⋯157

第二节会计⋯⋯⋯⋯⋯⋯⋯⋯⋯⋯⋯⋯⋯⋯⋯⋯⋯⋯⋯⋯．158
一、会计制度⋯⋯⋯⋯⋯⋯⋯⋯⋯⋯⋯⋯⋯⋯⋯⋯⋯-⋯158

‘

二、会计活动⋯⋯⋯⋯⋯⋯⋯⋯⋯⋯⋯⋯⋯⋯⋯⋯⋯⋯⋯⋯159

三、会计工作发展⋯⋯⋯⋯⋯⋯⋯⋯⋯⋯⋯⋯⋯⋯⋯⋯⋯161

第三节审计⋯⋯⋯⋯⋯⋯⋯⋯⋯⋯⋯⋯⋯⋯⋯⋯⋯⋯⋯162

社会审计⋯⋯⋯⋯⋯⋯⋯⋯⋯⋯⋯⋯⋯⋯⋯⋯⋯⋯⋯⋯163

内部审计⋯⋯⋯⋯⋯⋯⋯⋯⋯⋯⋯⋯⋯⋯⋯⋯⋯⋯⋯⋯163

第四节烟税⋯：⋯⋯⋯⋯⋯⋯⋯⋯⋯⋯⋯⋯⋯⋯⋯⋯⋯⋯⋯165

第五章 劳动人事管理⋯⋯⋯⋯⋯⋯⋯⋯⋯⋯⋯⋯⋯⋯⋯⋯⋯．170

第一节人事管理⋯⋯⋯⋯⋯⋯⋯⋯⋯⋯⋯⋯⋯-⋯⋯⋯⋯170
一、干部职工管理⋯⋯⋯⋯⋯⋯⋯⋯⋯⋯⋯⋯⋯⋯⋯⋯⋯⋯170

二、管理制度⋯⋯⋯⋯⋯⋯⋯⋯⋯⋯⋯⋯⋯⋯⋯⋯⋯⋯⋯173

三、人事制度变革⋯⋯⋯⋯⋯⋯⋯⋯⋯⋯⋯⋯⋯⋯⋯⋯⋯⋯174

第二节劳资管理⋯⋯⋯⋯⋯⋯⋯⋯⋯⋯⋯⋯⋯⋯⋯⋯⋯⋯176

一、工资⋯⋯⋯⋯⋯⋯⋯⋯⋯⋯⋯⋯⋯⋯⋯⋯⋯⋯⋯⋯⋯⋯176

二、工效挂钩⋯⋯⋯⋯⋯⋯⋯⋯⋯⋯⋯⋯⋯⋯⋯⋯⋯⋯⋯179

三、保险⋯⋯⋯⋯⋯⋯⋯⋯⋯⋯⋯⋯⋯⋯⋯⋯⋯⋯⋯⋯⋯⋯180

第三节职工教育⋯⋯⋯⋯⋯⋯⋯⋯⋯⋯⋯⋯⋯⋯⋯⋯．181



第三节档案管理⋯⋯⋯⋯⋯⋯⋯⋯⋯⋯⋯⋯⋯⋯⋯⋯⋯⋯187

一、发展历程⋯⋯⋯⋯⋯⋯⋯⋯⋯⋯⋯⋯⋯⋯⋯⋯⋯⋯⋯⋯187

二、档案设施⋯⋯⋯⋯⋯⋯⋯⋯⋯⋯⋯⋯⋯⋯⋯⋯⋯⋯⋯⋯187

三、档案内容⋯⋯⋯⋯⋯⋯⋯⋯．．．⋯⋯⋯⋯⋯⋯⋯⋯⋯··：⋯188

四、制度建设⋯⋯⋯⋯⋯⋯⋯⋯⋯⋯⋯⋯⋯⋯⋯⋯⋯⋯⋯⋯188

第四节信息管理⋯⋯⋯⋯⋯⋯⋯⋯⋯⋯⋯⋯⋯⋯⋯⋯⋯．188

第五节“三产业’’管理⋯⋯⋯⋯⋯⋯⋯⋯⋯⋯⋯⋯⋯⋯⋯191

第七章党群工作⋯⋯⋯⋯⋯⋯⋯⋯⋯⋯⋯⋯⋯⋯⋯⋯⋯⋯⋯。193

． 第一节党的建设⋯⋯⋯⋯⋯⋯⋯⋯⋯⋯⋯⋯⋯⋯⋯⋯⋯⋯193

一、思想建设⋯⋯⋯⋯⋯⋯⋯⋯⋯⋯⋯⋯⋯⋯⋯⋯⋯⋯⋯⋯193

二、组织建设⋯⋯⋯⋯⋯⋯⋯⋯⋯⋯⋯⋯⋯⋯⋯⋯⋯⋯⋯⋯196

第二节纪检监察⋯⋯⋯⋯⋯⋯⋯⋯⋯⋯⋯⋯⋯⋯⋯⋯⋯⋯198

一、制度建设⋯⋯⋯⋯⋯⋯⋯⋯⋯⋯⋯⋯⋯⋯⋯⋯⋯⋯⋯⋯199

二、廉政教育⋯⋯⋯⋯⋯⋯⋯⋯⋯⋯⋯⋯⋯⋯⋯⋯⋯⋯⋯⋯201

三、案件查处⋯⋯⋯⋯⋯⋯⋯⋯⋯⋯⋯⋯⋯⋯⋯⋯⋯⋯⋯⋯202

第三节群团工作⋯⋯⋯⋯⋯⋯⋯⋯⋯⋯⋯⋯⋯⋯⋯⋯⋯⋯203

一、工会工作⋯⋯⋯⋯⋯⋯⋯⋯⋯⋯⋯⋯⋯⋯⋯⋯⋯⋯⋯⋯203

二、共青团工作⋯⋯⋯⋯⋯⋯⋯⋯⋯⋯⋯⋯⋯⋯⋯⋯⋯⋯⋯204

第四节精神文明建设⋯⋯⋯⋯⋯⋯⋯⋯⋯⋯⋯⋯⋯⋯⋯。204

人物⋯⋯⋯⋯⋯⋯⋯⋯⋯⋯⋯⋯⋯⋯⋯⋯⋯⋯⋯⋯⋯⋯⋯⋯⋯⋯⋯⋯⋯⋯⋯⋯⋯209

第一节人物简介⋯⋯⋯⋯⋯⋯⋯⋯⋯⋯⋯⋯⋯⋯⋯⋯⋯⋯209

第二节人物录⋯⋯⋯⋯⋯⋯⋯⋯⋯⋯⋯⋯⋯⋯⋯⋯⋯⋯⋯。21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