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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阳地处中华腹地的随枣走廊，吸南北之灵气，适宜万物生长，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导致战乱频仍，制约经济发展；

加之枣北礓石岗多，土地相对贫瘠，旧中国曾为湖北省有名的“三北”

(枣阳、襄阳、光化三县北部)贫困区之一。20世纪60年代，县委从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找准了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烤烟生产之路，并由此

延伸至加工消化烟叶资源，1980年建立了枣阳卷烟厂。经过几十年的奋

斗，枣阳遍地烟香，枣阳市成为全国16个优质烟基地县(市)之一，被

列为第一批15个全国优质烟叶储备出口基地县(市)，烟叶行销全省并

出口到许多国家；枣阳卷烟厂成为省公司直辖烟厂，所产“元宝”、“红

宝花”，“君子”、‘‘哥们”、“汉光武”等知名品牌香烟畅销全国大部分地

区。烟草拉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七五”期间，枣阳成为全国闻名的农

业大县(市)，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农业总产值均进入全国县(市)排

序前100名。20世纪90年代一直位居全省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一，

1996年位居全省经济效益十佳县(市)第一名，有“烟草财政”，。湖北

的烟草王国”之美誉。2001年，枣阳卷烟厂并入襄樊卷烟厂，烟草效应

对全市经济的巨大影响凸显出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铭记先辈烟草人求索的足迹，继承发扬

他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的统一部署和襄樊市局(公司)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组织编纂了这

本<枣阳市烟草志)，冀望从事烟草工作的人员及其他人士从中受到鼓



舞，得到启迪，为枣阳经济发展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谱写烟草事业新

的篇章。

谨以此志献给为枣阳烟草事业决策、出力的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献给烟蓰和从事烟草工作的人员；献给科研工作者。

中共枣阳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

枣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襄樊市烟草公司枣阳营销部经理
●

!‘ 200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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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属烟草行业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

枣阳烟草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目以下分设子目或分层次记述。

三、本志因事命章，以章分类，以类系事，取材根据记述需要，各

章字数不一。全志以大事记、概述、烟叶生产、烟叶经营、烟草加工、

卷烟经营、专卖管理、综合管理、财务烟税审计、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

文明建设、人物、附录架构布局。

四、本志记事时间上起明朝末年，下限为2003年年底。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例，横排事项，

纵叙始末，图、表随文附，行文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个别条目为纪事本末体；“概

述”综述全市自然与社会条件、烟草发展概况及烟草专卖局现状。

七、本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惯例，“传”、“简介”分别收录市

烟草专卖局副局级以上、枣阳卷烟厂副厂长以上干部，以及两位烟叶专

家；“表”列先进人物。。志’’记人物因事系人，“专业技术人员”、“局

(厂)中层干部”附于有关章节之中。

八、本志计量单位除烟叶按行业习惯用法外，其余均使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用字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纪年，民国及其以

前朝代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lO月1日后用公元纪年。凡

涉及地名依《枣阳县地名志》为准。

九、本志中的中共枣阳市(县)委，简称为“市(县)委”。

(，2／



十、本志“综合管理”、“财务烟税审计”、“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

明建设”三章中，对枣阳卷烟厂仅记述“三合一”时期有关史实。

十一、本志使用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为部门志资料和13碑

资料，均经核实，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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