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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代之兴有一代之志，一业

之兴亦有一业之志。《巴东县烟草志》蒙各界支持关爱，凝数人心血汗

水，述烟草百年沧桑，载盛世飞跃发展，四经寒暑，终于面世，实乃

巴东烟草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之重大成果。

巴东地处长江三峡腹地，古有“锁钥荆襄，咽喉巴蜀”、“楚西厄

塞，巴东为首”之称，历为内陆交通枢纽和商贾重地。境内地势崎岖，

气候温润，物产丰富。

巴东县烟草种植历史悠久，迄今已300余年。悠悠数百年，制度

迥异，世事沉浮，时代更替，岁月变迁，山河易貌。《巴东县烟草志》

综述新旧三个时代巴东烟草业之发展过程，主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快速发展，重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烟草行业翻天覆地之变化。

清代．虽晒烟种植遍及本县南北，但毕竟社会衰微，积贫积弱，生产

沿袭刀耕火种，自产自吸，发展滞后。民国时期，战乱频繁，烽火迭

起，社会腐败，经济贫弱，民不安生。民国政府曾一度为应战时军饷

民糈．限制烟草等“非必要”作物种植，继而一度推行战时专卖政策，

但因无专门经营机构，加之官场腐败，奸商盘剥，导致物价飞涨，烟

草经营难以为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巴

东面貌日新月异，党的政策惠及烟草行业，使其日见复苏继而飞速发

展。建国之初，烟草即由国家统一经营，随后被纳入二类物资管理，

实行统购定购。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烤烟、白肋烟先

后成功引种。80年代，烟草工商企业相继建立，巴东烟草业迅速崛起。

9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颁布施行，成为烟草行业

卜



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专卖制度为烟草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环境，加之各级党委、政府精心呵护，社会各界鼎力襄助，行业职工

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巴东烟草业突飞猛进，如日中天，一跃成为地

方经济建设重要支柱产业。烟叶生产以科技为先导，烟草产品以质量

为根本，狠抓基础，稳中求进；企业管理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以期

实现数量指标管上、质量指标管优、费用指标管降、效益指标管增之

目标。农民种烟脱贫致富，企业效益连年攀升，社会贡献有目共睹，

宏伟业绩，当栽入志，以激励后人，鉴往开来。‘

《巴东县烟草志》于2001年秋开始编纂，由编委会领导，烟草志

办公室负责，编纂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综述历史，分陈现

状”、“实事求是，述而不作”之法则，敬事慎行，广采博集，辛勤笔

耕。况时代久远，档案残缺，资料乏匮，编纂维艰，数十万字，四易

其稿，成稿匪易。通篇满卷，字里行间，凝聚着各级领导、各界同仁

的倾情支持，融会着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饱含着编纂者的智慧与心

血。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巴东县烟草志》志成书就，定将助于洞

悉巴东烟草行业之发展历程，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垂史资治，戮力

同心，开拓前进。

谨序。

恩施州烟草公司巴东烟叶产销经营部经理 方盹



二年(1683年)，下限断于2003年12月31日。大事记延至2004年。

三、本志取事取物范围为巴东县全境，一般不越界域；人物入志

坚持生不立传，在世人物均以简介或列表人志。

四、本志以烟草业为主线，在因事命篇的同时，对与主线紧密相

关的内容亦作记述。

五、志书体例为章节体，采用篇、章、节、目结构，目以下设子

目或分层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纪事本末体；行

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引文外，文字使用法定简化字。注释采用

页中括注。

六、年代表述：清代用朝代年号并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民国

年号与公元纪年并存，每篇首次出现时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清朝”简记为“清”，“中华民国”简记为“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用全称或“1949年10月”。

七、行政区划、党派、机关、团体、官职、地名均沿用各历史时

期的正称或规范化简称。

八、计量单位一般使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了便于理解，

在使用已被人们长期惯用的非法定计量单位(如“亩”、“担”、“件”、

“斤”等)时，每篇中第一次出现均注明换算关系。卷烟计量单位一律



使用“箱(5000支装)、条、盒”。

九、资料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依据，统计部门未统计的专业性资

料，以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货币按各历史时期的币制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旧人民币币值均换算为新人民币币值。

十、本志资料主要采自馆藏档案、地方志和有关专志浓缩稿以及

报刊资料，少量采自口碑资料。

十一、本志为完整地记述巴东卷烟厂的发展历程，在“大事记”

中，跨越本志下限记述巴东卷烟厂停产关闭时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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