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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通山县烟草志》经四年编纂，终于付梓，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成果，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我县编修首届新志书，县烟草专卖

局(公司)因机构成立晚未能参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却有

幸成为全县第二届编修地方志书的先行者。《通山县烟草志》坚持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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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借鉴全国各地编修志书的经验，扬

长避短，精心揣摩，较好地突出了地方特性、时代特征和行业特点，

如实地反映了通山县域烟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份

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通山县地处鄂南山区，历史悠久，物产丰富。自清代乾隆年间起

就有居民种植烟叶，自产自吸。后有商人从事烟草加工业，前店后坊，

产销结合。民国初年卷烟传入通山，由于境内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销量甚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确保消费者对卷烟的需求，国

营商业努力做好卷烟购销工作。1984年5月县烟草专卖机构组建后，

对县域内的卷烟实行垄断经营，烟草行业日益兴旺，1984枷3年向
地方缴纳税(费)1520万元，为通山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修志重在“资治、教化、存史”。《通山县烟草志》集本邑古今烟

草资料于一册，详今明古，秉笔直书，内容翔实，行文简练，可读性

强，是一部可资借鉴的好书，对我县烟草行业继往开来将起到重大

作用。

}1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市烟草志编委会和修志专家的指

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盛世修志，以志为鉴。我们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掌握烟草事

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新观念，顺应WTO规则，不断开拓创新，再创

辉煌的业绩，为通山县的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圳细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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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烟草行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依事追溯，下迄2003年。少量时事下延至出书

为止。

三、本志体例：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

以志为主体。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分九篇。依篇、章、节，

以类系事。另凡对通山烟草行业发展有贡献的“人物”，分别以传略、

简录的形式记载。

四、本志纪年：历史朝代年号以汉字记述，夹注公元年号；民国

年号用阿拉伯数字记述，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

使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称谓：政党、机构、官职、人名、地名等均按资料原文。

使用简称时在首次使用全称后予以提示。古地名夹注现地名。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兼以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当时通用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现行规定。数额在5位数以内直书绝对数，

5位数以上一般以万或亿为单位。小数点后只留两位数，余数四舍

五入。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县烟草专卖局档案室。部

分引自有关史志、报刊和口碑资料。统计资料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

字。烟草专卖局组建后，则以烟草专卖局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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