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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X醢雾f?篡。善鹣。。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刘建华

我调离砚山不久，得知砚山1996年的烤烟生产获得历史以来的

最好成绩：种烟50 186亩，收购烟叶128 222担，烟叶收购总值
6 480万元，实现税额3 054．32万元，比整个“八五”期间全县烤

烟税额总和的1 615．04万元还多1 439．28万元，加上卷烟经营部分

及烟草其他方面的税收，全县共从烟草中得到税收3 156．47万元，

县烟草公司实现纯利1 844．01万元。这是种烟农户、烟草部门和各

级党委、政府皆大欢喜的一年。我在砚山工作了4年，为这块红土

地所创造的这番成就而激动和欣喜。因此，尽管笔头笨拙，也欣然

从命，为《砚山县烟草志》作一序言。

通过多年在基层工作的实践，我深知在我们边疆民族地区，培

养一个产业不容易，烤烟能走到这一步更不容易。我发自内心地感

谢砚山县40万父老乡亲，发自内心地感谢为砚山县烤烟生产的发展

作出艰苦努力和突出贡献的各位同志。

砚山县种烟历史悠久。1940年，当时的“开文垦殖局”就在砚

山境内种植并烘烤烟草，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小打小闹，未能形成

规模；至建国之初，仍只有部分地区零星种植，烟农将所栽的烟叶

烤制后切成烟丝，或上市换钱，或自留吸水烟，仅此而已。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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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在对全省进行烟草区划时，砚山虽被划入“最适宜区”之

列，却又因种种原因，自建国以来至1988年，烟草种植在砚山终未

形成大的气候，其他产业也无甚大规模。砚山的群众依然贫困，砚

山的财政收入依然入不敷出。

1988年，砚山县烟草公司成立。砚山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群

众开始学习邻近州、县的经验，把烤烟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九

年来(1988。1996年)，砚山的党政领导一届接着一届地带领广大干

部群众，坚定不移地发展烤烟生产。这九年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

经验教训，成功失败，悲欢喜悦在一二页纸上怎能淋漓表达；个中

滋味，在砚山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体验和感慨。终于，最艰难的起步

阶段挺过来了，因而就有了1996年的辉煌。尽管这一辉煌与全省的

老烟区相比还微不足道，却是砚山历史上烤烟生产最有效益的一年，

并为今后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培植其他产业提

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起步艰难，今后的发展也不容易。“云烟”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

竞争；砚山说到底还是一个新烟区。但不管你愿意与否，都要不可

避免地参与竞争。九年的历程告诉我们：烟草这一产业若要生存和

发展，就得以质量取胜，因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还

得进一步深入人心；烟农素质、干部素质、烟草公司员工素质还得

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还得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种烟技术还得

进一步普及。荣耀已属于过去，今后的道路还得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下去。

砚山县烟草公司组织力量编纂《砚山县烟草志》，历经两年多，

终于成功，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希望能发挥志书“存史、资治、

教化”的功能和作用，给更多的人以启迪，以思考，以奋发；更希

望砚山的同志能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创砚山县烟草发展的新局面，

在砚山这块红土地上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

2

1997年6月6日



序 二

妻言省茹黧妻萎高文云南烟草文山州公司经理
一 ‘

。砚山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令人向往，倍感亲切。在这片神奇

的土地上，具有发展优质烟叶的潜在自然优势，等待着人们进一步

去开发，去利用。砚山人民为了将这一自然优势在近、中期内变为

商品优势，在培育和发展这项产业的历程中百折不挠的精神可钦可

敬，勤奋进取的意识可歌可咏，气度风范令人敬佩。．

以上，是我读了《砚山县烟草志》的感想和体会。

《砚山县烟草志》的出现，不但是砚山县烟草行业的一件大喜

事，而且也是文山州烟草行业中第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志书。因此，

这本志书的出现无疑会在全州烟草行业之中有所震动和反响，从而

起到振奋人心，并以此为由产生联想，进而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开

创全州烟草事业新局面的潜意识作用。

砚山县的烟草生产，至少有200年的历史。其中，烤烟生产已

有57年(1940．1997年)的历史。在烤烟生产历经半个世纪有余的

历程中，其教4,jrl与经验不但镌刻在全境3 827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而且也在全县40万人民心中烙上了深深难以忘却的印记——其曲折
历程，其坎坷艰辛，其酸辣苦涩以及众多烟农的悲怆慨叹，特别是

在省、州、县、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的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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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帮助和大力支持以及烟草行业干部职工的勤奋工作下，加之广大

烟农勤奋进取，不畏风雨，不畏曲折，经过九年的多方努力，终于

用辛勤的汗水浇出了丰硕成果的事例，足以构成一曲从悲壮激昂、

回肠荡气逐渐升华到令人振奋并欢欣鼓舞的烤烟生产交响乐，使人

聆听之后大有余音绕梁、韵味无穷且久久难以忘却之感——因为，
这是一曲用全县人民历经半个世纪有余的曲折历程，用辛勤的汗水

和聪明的才智谱写的壮美华章!

无疑，砚山县烟草公司组织人力编纂这本志书的旨要是：一方

面，为了让全县烟草行业乃至全县人民和县外、．州外的有关党政领

导、专家学者以及关心、支持和直接从事烟草工作的仁人志士深刻

了解和准确把握砚山县“两烟”工作的历史过程，特别是烤烟生产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人们进一步开拓进取的

活力与智慧，使砚山县的烟草工作搞得更好。另一方面，志书虽属

于史学范畴，但这本书又是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要工程；尤其在砚山县，这本书将对于人们认识县情、乡情、村

情，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培养热爱乡土，进而爱党、爱国并

去开创新天地起到积极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因此，这种精神

食粮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砚山县的档案馆、图书馆等部门，

将会十分珍惜这本重要的典籍。再一方面，砚山县烟草公司力图在

这本志书中除了系统、翔实、完善地保存全县“两烟”工作的史料

以外，还本着既不湮没前人，又要胜过前人，用比前人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史观之标准，将全县的烟草事

业、特别是烤烟生产的宝贵经验以及深刻的历史教训奉献给即将到

来的21世纪，让人们以之作为进一步发展全县烟草事业的参考依

据，使全县发展经济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

无疑，这也是我本人的心愿，是中共砚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和

全县40万各族人民的心愿。因此，我对这本志书的编纂成功表示由

衷的祝贺。

199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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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一《黢Ⅵ+篓致面嚼◇。

砚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康

砚山县是一块宝地，一方热土，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

发展起步较晚，底子较薄，时至今日，群众生活贫困和财政入不敷

出的状况仍在困扰着砚山人民。砚山经济急待腾飞，人民群众渴望

富强。作为“烟草王国”中最适宜种植烤烟的地区之一，烤烟生产

便应时势成了砚山经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回顾几年来的发展，砚山县的烤烟生产经历了几多艰辛，几多

曲折，但尽管如此，县委、县人民政府却矢志不渝，发展烤烟生产

的决心从未动摇。到1996年，我们终于迎来了烤烟发展的春天，可

谓山重水复而又柳暗花明。

把烤烟真正列为我县的一项支柱产业来发展，历时还很短，其

中的许多东西，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比较生疏。要让烤烟在砚山经

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效益，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努力，去学习，去认

识，从而真正懂得有关烤烟生产的一系列规律。所以，县烟草公司

的同志花费大量心血，编纂了这部《砚山县烟草志》。可以说：这部

志书对领导者可为鉴，对管理者可为规，对劳作者可为师。只要能

为砚山县的烤烟发展、经济发展尽一分力，就是编纂者莫大的功劳，

也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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