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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纳雍陇舍烟虽驰名于世已数百年，但引种烤烟则肇源于1 946

年。当时仅为昙花一现，未显重大效益。十年停顿，重理旧业。县人民

政府1 957年恢复烤烟种植，但受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时期

“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干扰，烤烟生产发展曲折多变，起伏跌宕，教训经

验兼有之。1 978年以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县党政领导重视

烤烟生产，虽其间有失误，但十数年问扶摇直上，成为纳雍的主要支柱

经济，1 985年烤烟产品税曾一度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8．22％o五十年

沧桑巨变，尚缺乏系统记载，以昭后人，是为编修《纳雍县烟草志》之缘

起。

烟类专卖在我国虽有较长历史，但解放后由于国家和县管理体制

的变化，长期未能稳定，一直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分合问游

弋o 1 984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两烟生产经营纳入国家管理

正规体制之中。数十年来，县党政领导机关、各有关工作部门、“两烟”

系统职工和广大烟农披荆斩棘，含辛茹苦，开创纳雍经济有重大影响的

烟草行业，其功不可没。其间生产与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尤得加以总

结。在省、地烟草领导机关、县党政领导和县志编纂办公室的重视、支

持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作，第一部反映纳雍烟草历史进程的志书

由是之诞生。

编修《纳雍县烟草志》对于发展我县烟草业将发挥重要咨鉴作用，

对于激发广大人民，特别是烟草系统职工爱国爱乡之情，也将发挥重要

教育作用，本志亦将成为一部优秀乡土教材。纳雍地处黔西北高寒山

区，发展优质烤烟的实践经验，亦将为烟草科学增添新的记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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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力求较完整记述纳雍县烟草历

史和现状。

二、本志取事j上起中华民国3 5年(1 946年)，下讫1 990年。书

末附1 99 1年至1 99 5年纳雍县烟草概况。

三、本志系采用志书体例，设序、概述：大事记和8章2 6节及附

录，横排竖写，以志为主，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裁括全书。

四、使用国家法定单位。遵习惯称谓，土地和烟草种植面积延用

“亩"为计量单位o

五、1 949年1 2月1 6日，纳雍县城解放，此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

放后。

六、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毕节地区委员会、纳雍县委员会，简

称省委、地委、县委。地区行政公署简称行署，纳雍县人民政府简称县

政府。

七、“文化大革命”时期指1 966年5月1 6日一1 976年1 O月。

八、本志使用数据、资料，系在地、县档案馆和有关部门查录及当事

人与知情人提供，并经考核入志。编纂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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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民国36年(1947年)

雍熙镇有3户用简易卷烟机制作卷烟销售，县内首次出现手工卷

民国38年(1949年)

1 2月1 6日 纳雍解放o

1950年

2月1 0日 纳雍县人民政府成立。

1 O月 纳雍县贸易组成立，属县内国营商业机构经营卷烟之始。

哆／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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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雍县烟草志

1951年

3月 纳雍县贸易组改称“贵州省贸易公司毕节地区分公司纳雍

县国营商店”，继续开展卷烟经营业务。 ·

1952年

1月 纳雍县供销合作社成立。“国营商店"于同月开始独立核算，

1 O月并入县供销社，卷烟经营业务随之移交o

1954年

5月 贵州省贸易公司在治昆区开设的民族贸易商店迁至城关，

改称纳雍县民族贸易商店，经营农副产品采购供应和工业品销售，含卷

烟经营o

1956年

3月 县农产品采购局成立，经营卷烟o

8月 中国烟酒专卖事业公司纳雍县公司成立，对卷烟、酒类实行

专卖。

8月1 3日 省商业厅、省农产品采购局联合行文下达十六级烤烟

收购标准，即中下部七级，上部五级，青黄四级。

1957年

3月1 2日 撤销县农产品采购局。
· 2 ·



大事记

5月1 O日 成立纳雍县商业局，卷烟属专卖事业公司经营，隶属

商业局领导。烤烟经营属县供销合作社，具体购销业务由供销社土副

产品采购经营部负责。

是年，纳雍县政府派工作组在居仁区居仁乡鸡场村(高级社试点

村)试种烤烟1 45亩，聘请织金县烟师黄永忠、李登品作技术指导，获

得成功o

1958年

4月 县商业局与供销社合并，商业局改称第一商业局，县供销社

改称第二商业局，卷烟由第一商业局副食品经理部经营，烤烟由第二商

业局土产经理部经营：

是年，全县烤烟种植试点全面铺开，除治昆区外，各区均有种植。

1959年

国务院首次规定烤烟奖售办法“每交售烤烟50公斤，奖售粮食

2 5公斤，化肥1 O公斤。”

1961年

8月 贵州省人民委员会作出《调整烤烟价格的通知》，规定各地

区收购价格一律在标准级的基础上提高40％。据此，纳雍收购标准级

价格由每公斤0．906元提高到1．268元o“

1 1月 全县实行凭票供应卷烟，对国家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

学校教职员工、城镇居民、婚丧嫁娶等按职务级别，根据库存等级数量

每人每月凭票定量供应，此办法于1 964年废止o

。卜l----Il-r



纳雍县烟草志

1962年

1月 县委成立经济作物办公室，将烤烟列为主要经济作物品种

来抓。由副县长杜永华主管，农业局副局长朱文华兼任办公室主任，农

业局、商业局抽人办公，各区也有专人负责。

5月 县委执行省委“以烟顶粮"办法：每向国家交售O．5公斤烤
●

_

烟顶O．5公斤粮食的统购任务。 ! 。

1963年

县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分开，撤销原设经理部，恢复公司，卷烟由

商业局副食品公司经营，烤烟由供销社经营。

4月1日 毕节专署财贸办公室下达贵州省1 964年收购农副产

品奖售办法：烤烟奖售调整为每交售50公斤烟叶，奖售粮食50公斤，

化肥1 O公斤o

1966年

7月 纳雍县食品公司成立，负责卷烟批发。

8月 贵州省物价委员会、贵州省供销社联合行文，下达《关于改进

小宗农副产品收购办法的通知》，纳雍各区乡收购价格缩为三个类区。

是年，烤烟收购恢复1 9 59年的奖售办法。

1967年

3月1 8日 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下达烤烟收购奖售

标准，规定每交售50公斤烤烟，奖售粮食、化肥各1 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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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是年，县商业局再次和供销合作社合并，改称纳雍县贸易局，“两

烟’’经营归贸易局。

1968年

7月30日 省革命委员会贯彻国务院对收购农副产品奖售化肥

的指示，决定从1 9 69年起奖售化肥改为各种经济作物专用肥，并纳入

计划分配。

1971年

一8月26日 省商业厅、粮食局下达烤烟收购奖售标准，以黄烟、青

烟、低次烟分类，每收购50公斤烟叶，分别奖售粮食25公斤、1 5公

斤、7．5公斤。
一

是年，聘请河南烟师李东升在百兴区百兴公社进行麦烟套种试

验o

1972年

1 1月1日 贵州省福泉烟科所开办为期1 O个月的烤烟技术培

训班，县内派3名(乐治、居仁、百兴各1名)技术人员参加学习。

I是年，县供销社土副产品采购经理部改为土产公司，负责烤烟购销

业务o
7

1973年

6月 县供销社决定由土产公司派员带队，组织有关区供销社主

任和抓生产人员赴河南许昌地区乔庄考察学习“乔压式”烤房建造及烘
· 5 。



纳雍县烟草志

烤技术。

是年，撤销贸易局，商业局和供销社再次分开。

1974年

3月1 5日 省革命委员会规定，收购烤烟除按1 971年规定的奖

售粮食外，再按黄烟、青烟、低次烟分类，每收购50公斤，分别奖售化

肥1 5公斤、5公斤、2．5公斤o

3月 县专卖事业公司改称糖烟酒公司，卷烟经营业务从食品公

司划出o

4月 县计划委员会转发省计委文件，通知各区烤烟收购标准由

1 6级制改为1 5级制o

1975年

6月30日 县计划委员会转发省计委《关于烤烟十六级制收购价

格的通知》。因省计委改变烤烟等级时动了价格，不符合国家计委规

定，仍恢复执行十六级制。

1979年

县供销社农产品公司成立，烤烟由农产品公司经营。

是年，县人民政府成立多种经营领导小组，下设多种经营办公室，

主要负责抓好全县以烤烟为拳头品种的多种经营生产。

1980年

7月20日 纳雍县物价局、供销社根据省局省社文件精神联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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