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孝感市烟草志丛书一

太悟县烟草志大悟县烟草志编群委员会编

崇文书局



孝感市烟草志丛书

大悟县烟草 -i-i●__●-__●

，C^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

崇文书局

F门弓一多



(鄂)新登字叮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大悟县烟草志／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崇文书局，2006．1

(孝感市烟草志丛书)
ISBN 7—5403—0987—3

I．大⋯II．孝⋯Ⅲ．烟草工业一概况一大悟县IV．F426．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0536号

责任编辑：司念堂 ．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430070)

印 装：武汉福苑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汉口万松园西街2号430022)

开 本：880X1230 1／32

印 张：16．25

插 页：8

版 次：200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465千字

定 价：500．00元(全八册／精装)



《孝感市烟草志丛书》评审委员会

主任任菊清

副主任季旭东

包美德

委员刘仁杰

吕寿雄陈林章严继松马秋耘

张文直郑保朝胡翔华汪德林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 1壬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联 络 员

(2001年6月14日)

王章本

李复保

汪曲云

陈昌明

邓京悟

陈昌明

李秀华

黄桂梅

吴顺奇

罗建永

王文斌

傅春生

贺 川

宁敦荣

宁楚明

汪忠江

田再东

(工作人员从有关单位抽调)

程俊烽

颜青峰

方福应

高超



《孝感市烟草志丛书》评审委员会

主任任菊清

副主任季旭东

包美德

委员刘仁杰

吕寿雄陈林章严继松马秋耘

张文直郑保朝胡翔华汪德林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 1壬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联 络 员

(2001年6月14日)

王章本

李复保

汪曲云

陈昌明

邓京悟

陈昌明

李秀华

黄桂梅

吴顺奇

罗建永

王文斌

傅春生

贺 川

宁敦荣

宁楚明

汪忠江

田再东

(工作人员从有关单位抽调)

程俊烽

颜青峰

方福应

高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2002年4月12日调整)

张运华

程俊峰李复保

汪曲云颜青峰

傅春生刘宝贵

陈昌明

汪忠富傅建林

罗建永

陈昌明

邓京悟

刘绍群

宁敦荣

宁楚明

程辉

李秀华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3月17日调整)

主 任骆向前

副 主 任宁楚明程俊峰艾奎李仁强

委 员颜青峰汪曲云张祥芬陶存志

陈昌明 刘宝贵程辉

办公室主任颜青峰

办公室副主任李秀华颜峰刘绍群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2002年4月12日调整)

张运华

程俊峰李复保

汪曲云颜青峰

傅春生刘宝贵

陈昌明

汪忠富傅建林

罗建永

陈昌明

邓京悟

刘绍群

宁敦荣

宁楚明

程辉

李秀华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3月17日调整)

主 任骆向前

副 主 任宁楚明程俊峰艾奎李仁强

委 员颜青峰汪曲云张祥芬陶存志

陈昌明 刘宝贵程辉

办公室主任颜青峰

办公室副主任李秀华颜峰刘绍群



《大悟县烟草志》评审委员会

主任宁楚明

副主任程俊峰张社初(史志办)

委员魏大发匮瑟圊(特邀)赵代水汪曲云
颜青峰张祥芬刘绍群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人员

主 编王 编

执行主编

编 辑c

打 印

彩页排版

骆向前

团(特邀)
医珂(特邀) 傅建林 刘绍群

吴顺奇傅卓杰

吴顺奇国囹



《大悟县烟草志》评审委员会

主任宁楚明

副主任程俊峰张社初(史志办)

委员魏大发匮瑟圊(特邀)赵代水汪曲云
颜青峰张祥芬刘绍群

《大悟县烟草志》编纂人员

主 编王 编

执行主编

编 辑c

打 印

彩页排版

骆向前

团(特邀)
医珂(特邀) 傅建林 刘绍群

吴顺奇傅卓杰

吴顺奇国囹



序

盏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之瑰

宝。烟草自传入中国已有几个世纪，并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群

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国家烟草专

卖制度，烟草发展成为农、‘工、商、内外贸易一体的重要行业，在国家

经济建设和繁荣市场、满足群众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烟草行业每

年为国家提供上千亿元的税收。但是无一部独立完整的烟草志，使烟草

业的经济地位、文化品住、历史沿革等得不到全面反映。20世纪90年

代末，国家烟草专卖局根据国务院关于编纂地方志、专业志的通知要求，

作出编修烟草志的决定。此项举措，不仅对烟草传入中国的历史与发展

有了记载，而且将填补我国有烟无史的空白。

新世纪伊始，大悟烟草专卖局(公司)根据省、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要求，着手编纂<大悟县烟草志>。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关心

和县委、县政府有关单位的支持与协助下，修志人员广征博采，不畏艰

辛，追根溯源，深入发掘，丰富资料；在前无借鉴、后缺资料的情况下，

编纂者用心思索，辛勤笔耕，历时三载，志稿告成，即将付梓。这是大

悟烟草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工程，一件喜事。

全志设大事记、概述、9个专篇及人物篇，30余万言。翔实，客观

记载了大悟烟草的传入、种植、加工，卷烟销售，专卖管理，烟草文化

和企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兴衰起落、发展轨迹。寓褒贬于叙事，优劣同

记，得失互见，突出了地方特色、时代特点、行业特征，是地域资料的

科学汇集，是资料性的著作，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有助

于读者和广大烟草职工对大悟烟草历史和现状作全面了解。



希望烟草干群，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世纪里，进

一步强化烟草专卖管理，深化网络建设，提高运行质量，增加企业效益，

再创历史佳绩，为大悟县烟草史创写新篇章。是为序。

够吁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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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大悟县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

存真求实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断限时间内大悟烟草业的历史

与现状。

二、本志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修志原则，立足当代，详今略古，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专卖局(公司)建立后为重点，突出本县烟草

部门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艰苦奋斗、锐意进取

的作风和立足改革、不断创新的精神。

三、本志上限以烟草传入县境，大体为清顺治年间(1644—1662

年)；下限为2003年底。以烟草事业为主线，但为突出地方特色、时代

特点，在因事命篇的同时，对与主线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了记述。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目以下分设子目或分层记述。

横列门类，纵述历史。

五、体裁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的编写方法，以记述为主体，

图表为辅。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资料翔实，语言简练，秉笔直书，述

而不论，寓褒贬于史实之中。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各种统计表随文

附于各篇章之中；各种图片、照片作为图录，附加文字说明：重要文件，

附于本书相关篇章之末。

七、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称谓，沿用历史通称，注明公元

纪年；民国期间民国年号和公元纪年并存。每篇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

元年号。1949年10月以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政区、机构、单位、官职、地名、

企业、产品、牌号等，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首次出现使用全称或

予以提示外，余用简称。

九、数据使用：以县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所缺的，则采用

本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十、本志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称、部队番号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十一、计量单位一般使用1984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此前的计量单位，依照历史制度和习惯。

十二、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只写人物简介，列先进人物表。

十三、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县档案馆、史志办、供销合作

社、烟草局档案室，部分采用书、刊、报和修志人员调查的口碑资料，

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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