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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俗话说：烟、酒、荼不分家。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光绪应城志》卷

一舆地物产篇记载：应城“有烟草，即淡巴菰，俗以代酒代茶，终身不厌”。

烟草这一消费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发展演变到今

天的，它同样也包含着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创造的财富。时至今日，烟

草业对政治、经济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本志从烟草种植、加工、经营、管理中全面、系统、真实、科学地记述本

地烟草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反映本行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

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讴歌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方

针、政策；表彰英模、弘扬正气、打击邪恶、宣传主旋律；摸索并力求掌握烟

草经营的发展规律，以便扬长避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发扬

过去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坚持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弘扬烟

草文化，夺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起到志书“资治、存史、教育”的

作用。此乃编修烟草志之宗旨。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改革开放给各行各

业带来勃勃生机，烟草行业的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如实记载这一行

业的昨天和今天，是历史赋予当代烟草人的神圣使命。编修烟草志是一

件大事。此次编修烟草志，上溯清光绪八年(1882年)，下限2003年，时跨

一百多年，由于时间久远，档案不全，资料欠缺，且涉及的经营单位多，收

集资料的工作难度大。烟草修志办的同志们不计名利、不辞劳苦，跑遍应

城的每个角落，采访上百位高龄老人，查阅1000多卷文书档案及省、考感

市烟草修志办的近2000份资料卡片，共收集口碑和文字档案资料100多

万字，并对篇目六易其稿，经过精细加工，整理浓缩成这本(应城市烟草



志>，可谓不易。

“百年风雨兼程过，唯存历迹铸华章。”我们乘理性思维的小舟，在近

百年烟草发展的历史中穿行，去吸吮今昔烟草人的苦涩和甘甜。通过人

物事象的定格和聚焦，获取负重进取的精神，传承和烟草人生生不息的人

格力量，为新世纪以至更远的未来创造辉映千秋的业绩注入活力，实乃我

们编修<应城市烟草志>的初衷及宗旨。志里有成功之喜悦，亦有过失之

心酸，更多的是先辈们的眼泪和智慧、责任和期盼。他们把力量尽献于那

个年代，把汗水融汇在这长河里。今天，我欣然为志作序，深感此书足千

钧之沉，谨邀我们年轻的烟草同仁认真通读此书，以识先辈昔日的梦想如

何成为我们今天拥有的现实，而他们身上那无语表述的一切在我们身上
还留下多少⋯⋯

“一书合成，端赖众力”。<应城市烟草志》的问世，是应城烟草行业两

个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它将成为应城地方志丛书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烟草志是烟草行业一本严谨的、科学的资料工具书，它展示了应城烟

草业的时代辉煌，实现了今昔烟草人的久久夙愿，赢得了各级领导的关心

和支持，得到了社会各界及修志同仁、历任老干部、老知情者的鼎力相助

和热心奉献，凝聚着编修人员历时三载的辛劳和汗水。在此，一并致以谢

忱!

开卷有益、以史为鉴，努力开创烟草行业更美好的未来。志书付梓，

令人感奋，欣然命笔，权为序。

应城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王章本
200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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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存真求实的精神，

力求全面、准确、科学地记述应城烟草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本

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后记几部分组成，辅以图、表和照片。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结构，根据内容，目以下还可分设子

目或分层次记述。 ．

四、本志记事的上、下限时间：上限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下限为

2003年底。个别情况作适当上溯和下延，以保持史实的完整性。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机构沿革中的领导任职，收录到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含工会

主席)，以及科室、批发部、门市部、市场管理站(中队)等负责人。

七、人物，收录对应城烟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正、副局长(正、副经理)，以人物简介的形式记述。先进单位和个人收录

受县级以上机关表彰的对象。

八、本志年代表述：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加括号并注明公元纪年，民

国期间采用民国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后使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机构、人名、地名、企业、产品、牌号等，

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在容易引起歧义之处加注说明，使用简称时，

在首次出现全称后加括号予以提示。本志正文中的局或公司指应城市烟

草专卖局、湖北省烟草公司应城市公司。

十、本志货币按当时币制记述，价格方面尽可能提示当时的谷物或相

关产品的比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人民币值已换算成新人民币值。



十一、计量单位的记述，一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特

殊情况，依照历史制度和习惯用法。卷烟计量单位使用箱(50000支)、件

(10000支)、条(200支)、盒(20支)。

十二、数据的使用：一般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主，统计部门所缺的，则

采用单位的统计、财务数据。

十三、数字的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

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分数、百分比用阿拉伯数

字。

十四、本志行文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使用国家标准的简化

字；只有在引用古籍或沿用古人名、地名容易引起歧义时仍使用繁体字；

本志注释采用页末注。

十五、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资料，部分采自书、报、期刊和

口碑资料。



目 录

序⋯⋯⋯⋯⋯⋯⋯⋯⋯⋯⋯⋯⋯⋯⋯⋯⋯⋯⋯⋯⋯⋯⋯⋯⋯⋯⋯⋯⋯⋯⋯⋯⋯⋯⋯⋯⋯1

凡例⋯⋯⋯⋯⋯⋯⋯⋯⋯⋯⋯⋯⋯⋯⋯⋯⋯⋯⋯⋯⋯⋯⋯⋯⋯⋯⋯3

大事记⋯⋯⋯⋯⋯⋯⋯⋯⋯⋯⋯⋯⋯⋯⋯⋯⋯⋯⋯⋯⋯⋯⋯⋯1

概述⋯⋯⋯⋯⋯⋯⋯⋯⋯⋯⋯⋯⋯⋯⋯⋯⋯⋯⋯⋯⋯⋯⋯⋯⋯2l

第一章

第一节

烟叶⋯⋯⋯⋯⋯⋯⋯⋯⋯⋯⋯⋯⋯⋯⋯⋯⋯⋯⋯⋯

烟叶生产⋯⋯⋯⋯⋯⋯⋯⋯⋯⋯⋯⋯⋯⋯⋯⋯⋯
一、生产条件⋯⋯⋯⋯⋯⋯⋯⋯⋯⋯⋯⋯⋯⋯⋯⋯⋯⋯⋯⋯⋯

二、烟叶种植⋯⋯⋯⋯⋯⋯⋯⋯⋯⋯⋯⋯⋯⋯⋯⋯⋯⋯⋯⋯⋯

三、采收与调制⋯⋯⋯⋯⋯⋯⋯⋯⋯⋯⋯⋯⋯⋯⋯⋯⋯⋯⋯⋯·

四、生产扶持⋯⋯⋯⋯⋯⋯⋯⋯⋯⋯⋯⋯⋯⋯⋯⋯⋯⋯⋯⋯⋯

第二节烟叶购销⋯⋯⋯⋯⋯⋯⋯⋯⋯⋯⋯⋯⋯⋯⋯⋯

第二章

第一节

烟叶收购⋯⋯⋯⋯⋯⋯⋯⋯⋯⋯⋯⋯⋯⋯⋯⋯⋯⋯⋯⋯⋯

烟叶销售⋯⋯⋯⋯⋯⋯⋯⋯⋯⋯⋯⋯⋯⋯⋯⋯⋯⋯⋯⋯⋯

烟叶价格⋯⋯⋯⋯⋯⋯⋯⋯⋯⋯⋯⋯⋯⋯⋯⋯⋯⋯⋯⋯⋯

。一、

第二节

烟丝和手工卷烟⋯⋯⋯⋯⋯⋯⋯⋯⋯⋯⋯⋯⋯⋯⋯

烟 丝⋯⋯⋯⋯⋯⋯⋯⋯⋯⋯⋯⋯⋯⋯⋯⋯⋯⋯⋯一

烟丝加工⋯⋯⋯⋯⋯⋯⋯⋯⋯⋯⋯⋯⋯⋯⋯⋯⋯⋯⋯⋯⋯

烟丝销售⋯⋯⋯⋯⋯⋯⋯⋯⋯⋯⋯⋯⋯⋯⋯⋯⋯⋯⋯⋯⋯

手工卷烟⋯⋯⋯⋯⋯⋯⋯⋯⋯⋯⋯⋯⋯⋯⋯⋯⋯⋯

”

孔孔M加钙钉钉钉钳

”

钮"∞“



65

65

⋯⋯⋯⋯⋯⋯⋯⋯⋯⋯⋯．67

67

67

7l

75

一、卷烟经营机构沿革⋯⋯⋯⋯⋯⋯⋯⋯⋯⋯⋯⋯⋯⋯⋯⋯⋯．75

二、卷烟购进⋯⋯⋯⋯⋯⋯⋯⋯⋯⋯⋯⋯⋯⋯⋯⋯⋯⋯⋯⋯⋯。80

三、卷烟销售⋯⋯⋯⋯⋯⋯⋯⋯⋯⋯⋯⋯⋯⋯⋯⋯⋯⋯⋯⋯⋯86

第三节卷烟价格⋯⋯⋯⋯⋯⋯⋯⋯⋯⋯⋯⋯⋯⋯⋯⋯⋯⋯103

一、价格管理⋯⋯⋯⋯⋯⋯⋯⋯⋯⋯⋯⋯⋯⋯⋯⋯⋯⋯⋯⋯⋯．1 03

二、定价⋯⋯⋯⋯⋯⋯⋯⋯⋯⋯⋯⋯⋯⋯⋯⋯⋯⋯⋯⋯⋯⋯。105

第四节卷烟储运⋯⋯⋯⋯⋯⋯⋯⋯⋯⋯⋯⋯⋯⋯⋯⋯⋯⋯148

一、仓库建设与卷烟储存养护⋯⋯⋯⋯⋯⋯⋯⋯⋯⋯⋯⋯⋯⋯。148

二、商品运输⋯⋯⋯⋯⋯⋯．：⋯⋯⋯⋯⋯⋯⋯⋯⋯⋯⋯⋯⋯⋯。153

第五节网络建设⋯⋯⋯⋯⋯⋯⋯⋯⋯⋯⋯⋯⋯⋯⋯⋯⋯154

一、网建机构⋯⋯⋯⋯⋯⋯⋯⋯⋯⋯⋯⋯⋯⋯⋯⋯⋯⋯⋯⋯⋯1 54

二、网建工作⋯⋯⋯⋯⋯⋯⋯⋯⋯⋯⋯⋯⋯⋯⋯⋯⋯⋯⋯⋯⋯1 54

第六节计划管理⋯⋯⋯⋯⋯⋯⋯⋯⋯⋯⋯⋯⋯⋯⋯⋯⋯．161

一、计划体制⋯⋯⋯⋯⋯⋯⋯⋯⋯⋯⋯⋯⋯⋯⋯⋯⋯⋯⋯⋯⋯。161

二、计统工作⋯⋯⋯⋯⋯⋯⋯⋯⋯⋯⋯⋯⋯⋯⋯⋯⋯⋯⋯⋯⋯．165

第四章 专卖管理⋯⋯⋯⋯⋯⋯⋯⋯-：⋯⋯⋯⋯⋯⋯⋯⋯⋯⋯1 79

第一节专卖管理机构⋯⋯⋯⋯⋯⋯⋯⋯⋯⋯⋯⋯⋯⋯⋯179
一、历史沿革⋯⋯⋯⋯⋯⋯⋯⋯⋯⋯⋯⋯⋯⋯⋯⋯⋯⋯⋯⋯⋯。1 79

二、专卖专营⋯⋯⋯⋯⋯⋯⋯⋯⋯⋯⋯⋯⋯⋯⋯⋯⋯⋯⋯⋯⋯179

第二节执法队伍⋯⋯⋯⋯⋯⋯⋯⋯⋯⋯⋯⋯⋯⋯⋯⋯⋯181



目 录 3

一、队伍状况⋯⋯⋯⋯⋯⋯⋯⋯⋯⋯⋯⋯⋯⋯⋯⋯⋯⋯⋯⋯⋯l8 l

二、内部监管⋯⋯⋯⋯⋯⋯⋯⋯⋯⋯⋯⋯⋯⋯⋯⋯⋯⋯⋯⋯⋯183

第三节法规宣传⋯⋯⋯⋯⋯⋯⋯⋯⋯⋯⋯⋯⋯⋯⋯⋯⋯．194
一、宣传《烟草专卖条例》⋯⋯⋯⋯⋯⋯⋯⋯⋯⋯⋯⋯⋯⋯⋯⋯194

二、宣传《烟草专卖法》⋯⋯⋯⋯⋯⋯⋯⋯⋯⋯⋯⋯⋯⋯⋯⋯“197

第四节证件管理⋯⋯⋯⋯⋯⋯⋯⋯⋯⋯⋯⋯⋯⋯⋯⋯⋯201

一、证件种类⋯⋯⋯⋯⋯⋯⋯⋯⋯⋯⋯⋯⋯⋯⋯⋯⋯⋯⋯⋯⋯201

二、证件办理⋯⋯⋯⋯⋯⋯⋯⋯⋯⋯⋯⋯⋯⋯⋯⋯⋯⋯⋯⋯⋯202

三、证件发换与管理⋯⋯⋯⋯⋯⋯⋯⋯⋯⋯⋯⋯⋯⋯⋯⋯⋯⋯204

第五节市场管理⋯⋯⋯⋯⋯⋯⋯⋯⋯⋯⋯⋯⋯⋯⋯⋯⋯⋯21l

一、清理整顿市场⋯⋯⋯⋯⋯⋯⋯⋯⋯⋯⋯⋯⋯⋯⋯⋯⋯⋯⋯”211

二、强化户籍化管理⋯⋯⋯⋯⋯⋯⋯⋯⋯⋯⋯⋯⋯⋯⋯⋯⋯⋯．222

三、全员实施“五、四、三、二、一”工程⋯⋯⋯⋯⋯⋯⋯”223

第六节罚没财物管理⋯⋯⋯⋯⋯⋯⋯⋯⋯⋯⋯⋯⋯⋯⋯⋯225

专卖管理中收缴财物的管理程序⋯⋯⋯⋯⋯⋯⋯⋯⋯⋯一225

对收缴卷烟的管理⋯⋯⋯⋯⋯⋯⋯⋯⋯⋯⋯⋯⋯⋯⋯⋯⋯．226

对专卖罚没款的管理⋯⋯⋯⋯⋯⋯⋯⋯⋯⋯⋯⋯⋯⋯⋯⋯226

第五章财务、审计、烟税⋯⋯⋯⋯⋯⋯⋯⋯⋯⋯⋯⋯⋯⋯⋯229

第一节财务⋯⋯⋯⋯⋯⋯⋯⋯⋯⋯⋯⋯⋯⋯⋯⋯⋯⋯⋯229

一、财务体制⋯⋯⋯⋯⋯⋯⋯⋯⋯⋯⋯⋯⋯⋯⋯⋯⋯⋯⋯⋯⋯229

二、财务制度⋯⋯⋯⋯⋯⋯⋯⋯⋯⋯⋯⋯⋯⋯⋯⋯⋯⋯⋯⋯⋯230

三、财务管理⋯⋯⋯⋯⋯⋯⋯⋯⋯⋯⋯⋯⋯⋯⋯⋯⋯⋯⋯⋯⋯·242

四、固定资产及其他管理⋯⋯⋯⋯⋯⋯⋯⋯⋯⋯⋯⋯⋯⋯⋯⋯251

第二节会计⋯⋯⋯⋯⋯⋯⋯⋯⋯⋯⋯⋯⋯⋯⋯⋯⋯⋯。259
一、财会队伍建设⋯⋯⋯⋯⋯⋯⋯⋯⋯⋯⋯⋯⋯⋯⋯⋯⋯⋯⋯”259

二、会计核算⋯⋯⋯⋯⋯⋯⋯⋯⋯⋯⋯⋯⋯-⋯⋯⋯⋯⋯⋯⋯．262

第三节主要财务指标⋯⋯⋯⋯⋯⋯⋯⋯⋯⋯⋯⋯⋯⋯。264
一、销售收入⋯⋯⋯⋯⋯⋯⋯⋯⋯⋯⋯⋯⋯⋯⋯⋯⋯⋯⋯⋯⋯．264



应城市烟草志

’一、

第五节

—一、

四、

毛利额及毛利率⋯⋯⋯⋯⋯⋯⋯⋯⋯⋯⋯⋯⋯⋯⋯⋯⋯⋯264

费用额及费用率⋯⋯⋯⋯⋯⋯⋯⋯⋯⋯⋯⋯⋯⋯⋯⋯⋯⋯⋯⋯⋯⋯⋯⋯265

利润总额⋯⋯⋯⋯⋯⋯⋯⋯⋯⋯⋯⋯⋯⋯⋯⋯⋯⋯⋯⋯⋯265

实现各种税费总额⋯⋯⋯⋯⋯⋯．．．⋯⋯⋯⋯⋯⋯⋯⋯⋯⋯。265

所有者权益⋯⋯⋯⋯⋯⋯⋯⋯⋯⋯⋯⋯⋯⋯⋯⋯⋯⋯⋯⋯．．265

固定资产总值⋯⋯⋯⋯⋯⋯⋯⋯⋯⋯⋯⋯⋯⋯⋯⋯⋯⋯⋯。265

审计监督⋯⋯⋯⋯⋯⋯⋯⋯⋯⋯⋯⋯⋯⋯⋯⋯⋯⋯．269

组织及制度建设⋯⋯⋯⋯⋯⋯⋯⋯⋯⋯⋯⋯⋯⋯⋯⋯⋯⋯269

审计形式及内容⋯⋯⋯⋯⋯⋯⋯⋯⋯⋯⋯⋯⋯⋯⋯⋯⋯⋯271

烟税⋯⋯⋯⋯⋯⋯⋯⋯⋯⋯⋯⋯⋯⋯⋯⋯⋯⋯279
清代烟税⋯⋯⋯⋯⋯⋯⋯⋯⋯⋯⋯⋯⋯⋯⋯⋯⋯⋯⋯⋯⋯280

民国时期烟税⋯⋯⋯⋯⋯⋯⋯⋯⋯⋯⋯⋯⋯⋯⋯⋯⋯⋯⋯～281

1949---1984年烟税⋯⋯⋯⋯⋯．．．⋯⋯⋯⋯⋯⋯⋯⋯⋯⋯⋯283

1984—2003年烟税⋯⋯⋯⋯⋯⋯⋯⋯⋯⋯⋯⋯⋯⋯⋯⋯一288

第六章组织、人事、劳动管理⋯⋯⋯⋯⋯⋯⋯⋯⋯⋯⋯⋯．．299

第一节组织机构⋯⋯⋯⋯⋯⋯⋯⋯⋯⋯⋯⋯⋯⋯⋯⋯⋯。299
一、中共党组织⋯⋯⋯⋯．：⋯⋯⋯⋯⋯⋯⋯⋯⋯⋯⋯⋯⋯⋯⋯⋯299

二、行政机构⋯⋯⋯⋯⋯⋯⋯⋯⋯⋯⋯⋯⋯⋯⋯⋯⋯⋯⋯⋯⋯302

三、业务机构⋯⋯⋯⋯⋯⋯⋯⋯⋯⋯⋯⋯⋯⋯⋯⋯⋯⋯⋯⋯⋯．304

四、群团组织⋯⋯⋯⋯⋯⋯⋯⋯⋯⋯⋯⋯⋯⋯⋯⋯⋯⋯⋯⋯⋯3 1 0

第二节人事管理⋯⋯⋯⋯⋯⋯⋯⋯⋯⋯⋯⋯⋯⋯⋯⋯⋯⋯316

一、干部、职工管理⋯⋯⋯⋯⋯⋯⋯⋯⋯⋯⋯⋯⋯⋯⋯⋯⋯⋯316

二、专业技术人员概况⋯⋯⋯⋯⋯⋯⋯⋯⋯⋯⋯⋯⋯⋯⋯⋯⋯．319

三、离退休人员管理⋯⋯⋯⋯⋯⋯⋯⋯⋯⋯⋯⋯⋯⋯⋯⋯⋯⋯32 1

四、人事制度改革⋯⋯⋯⋯⋯⋯⋯⋯⋯⋯⋯⋯⋯⋯⋯⋯⋯⋯⋯。323

第三节劳动管理⋯⋯⋯⋯⋯⋯⋯⋯⋯⋯⋯⋯⋯⋯⋯⋯⋯⋯328

一、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328

二、实行岗位责任制与工资挂钩⋯⋯⋯⋯⋯⋯⋯⋯⋯⋯⋯⋯⋯33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