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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种植烟草始于1889年，已有百年历史．叶县有适宜

于烟草生产的气候．土壤和勤劳的人民，是我国发展烤烟生产

的最适宜县份之一．但前八十余年中。由晒烟改种烤烟，生产

发展迟缓，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贯彻

了。优质适产。主攻质量”的指导方针，叶县的烤烟生产才显示

了它应有的光彩。跻身于全国烤烟重点生产县之列．1984年

至1987年连续四年获得全国。烤烟生产先进县’的荣誉，1988

年被国家烟草专卖局命名为先进集体．烤烟生产的发展，也给

叶县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叶县烟草志》以翔实的资料。比较准确地、系统地、求

实地记载了该县烟草业发展的史实，反映了该县烟草业兴衰起

伏的契机，积累了大量的史料，为后人提供继续发展烟草业的

借鉴，不啻为叶县烟草业发展史中的一座。百年里程碑’．也不

失为叶县向四化进军中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诚望

叶县人民，坚定科学态度．长远目标，为搞好优质烤烟生产，

团结奋进!

值志书出版面世之际，乐为之序．

券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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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书名．本书内容．着重记载叶县范围内有关烟草的传

人．发展，生产：两烟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史实．是地方性的专

业志书。并且是叶县烟草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志．取名《叶

县烟草志》．

2、指导思想．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方针、路线为根据，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立足于资料翔

实。不发空论。寓褒贬于记实之中，力求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
’

3，时限．本书以县内开始引种烟草的1889年为上限j

以1989年底断为下限，共计百年．

4，篇目．本书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方法，以事

类为纬、以时序为经．编列章，节，目三层结构．《概述》、

《附录》之外，共设13个章：大事记．机构、烟草的传入与

发展．烤烟生产，烟草科技、烟叶收购、烟叶复烤，烟叶储

运，烟叶调销、卷烟、烟草专卖、烟草消费、企业管理．十三

个章中。共含40个节，98个目．由于专业特点，每个章、

节、目的容量．有多有少。不尽相同．

5．体裁．本书继承志书传统体裁，并根据时代与专业需

要，有所发展，力求科学性与行业性相一致。采用记，述、

志、图(照)、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用语体文直陈史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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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现行通用的简化字书写．标点符号，按志书行文规定使

用． ．

6、行文规则．就时间说，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就烟草

行业说，略共性，详县内特性，就本书内涵来说，详生产及两

烟经营管理而略其他．

7、纪年．本书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另加。清光绪’，

。民国。等字样．书中。解放前(后)。，以叶县1947年11月解

放时为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1978年12月18

日为界．
’

8、计量．书中计量单位及名称的使用，以国家法定的单

位和名称为准。如：千克，米等．统计数字以统计局公布数字

为主，必须采用业务系统的存档数字时，随文说明．数字形

式。计量符号，均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使用． ．

9、称谓。凡组织、团体．机关、职务等名称，均以当时

名称为准．一般情况下或首次出现时写全称。根据历史条件和

习惯，在屡次出现时，书以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叶县委员会，

简称。县委7；河南省烟草公司叶县支公司。简称。叶县烟草支

公司。；中华民国，简称。民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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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叶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南，地处伏牛山脉东麓．原属许

昌地区，1983年12月划归平顶山市管辖．地势由西南向东北

倾斜，依次为浅山．岗地、平原．郑(州)南(阳)公路纵贯

南北．平(顶山)舞(钢区)铁路自西北而东南斜穿全境。叶

(县)鲁(山)，叶漯(河)，叶桃(奉)．叶杜(杨)公路从

县城通往四面八方．县境内由北而南排列着湛，沙、灰，澧、

干江等河流．上游昭平台，白龟山，孤石滩三座水库的干，支

渠和田野间星罗棋布的机井，塘池。1989年有效灌溉面积为

44．32万亩，占全县耕地的44．06％．1989年全县辖18个行政

乡(镇)；总人口739824人。其中农业人口705960j人；耕

地100．59万亩，其中丘陵、岗地田占38％，平川田占43％，

余为低洼田．根据土壤检测。浅山、丘陵、平原区的土质，大

多为红、黄粘土和沙壤土，PH值在6．5左右，其中有64．99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5％，适宜于种植烟叶．叶县又处

于南暖温带。在北纬33。2l 7至33。46 7之间，气候温和、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据解放后二十多年的气象资’

料记载：年平均气温14．9℃，烟叶生长期的4—8月份，月平

均气温23．05℃。烟叶成熟的6—9月份，平均气温2参5℃；

年平均日照2145．9小时。4_8月总日照时数1047．2小时，6

m9月份为656．6小时；年降雨量794．6毫米；全年无霜期

214天．气候条件也均能满足烟叶生长的需要．据查考。叶县．

种植烟叶始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为晒烟，。至民国四

’～留



叶县烟草志

年(1915年)始有烤烟生产．至今(1989年)恰为百年．‘

百年来．县内虽具有适宜于烟叶生产的自然环境，但烟草

业的发展．却经历了长期缓慢地探索过程．烟叶生产开始振

兴，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数年来的事．

清代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对种植烟叶不事问津，广大农

民缺乏生产资料和技术。种植面积小而分散。产量低下。生产

的烟叶多用于自己消费或供作烟丝加工原料．抗日战争时期，

县内曾开办私人卷烟厂数十家，大部分主料用烟还须从襄城、

邓县等地购进．自1889年开始引种烟叶到1947年叶县解放

前将近六十年间． 县内一直无烟叶收购机构，烟农还得把少

量商品烟叶运往许昌、襄城县等地出售给当地烟行或英美烟公

司。车拉肩挑，历尽艰辛，又饱受资本家的高利盘剥．烟农的

生产积极性大受挫折，．以致到解放时。全县种烟面积尚不足百

亩。总产量也只有0．65万千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烟叶生产列为发展农

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五十年代初。根据国家对卷烟实行专卖的

政策，取缔私营卷烟批发店，对私营卷烟厂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并取缔私营烟叶行，私营一统天下的烟草市场为社会主义

烟草市场所取代。烟农从此摆脱了私营资本家的剥肖IJ．1950

年，为鼓励农民种植烤烟，曾贷给粮米。帮助烟农建造炕房．

1951年，又贷给麻饼、炕烟煤，扶持烤烟生产．1953年。把

烟叶生产列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烟叶生产

纳入按计划种植的轨道．1953年以后，根据国家政策。多次

调高烟叶收购价格，此外，又连续采取预购，奖售的办法及有

计划供应烤烟用煤，农药、化肥及各种有关烤烟生产的物资，

扶助烟农生产．烤烟种植面积由1949年的不足百亩发展到

1955年的21 199亩，总产155万千克；1960年增加到4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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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总产324．5万千克；至1973年增加到52716亩．总产

816万千克．自七十年代开始。叶县所产烟叶已销售到全国

25个省(市)的76个卷烟厂家．

但在1974年以前，叶县为烟棉兼种区，而且以产棉为

主．烟叶种植面积受到限制，-直徘徊在3—5万亩之间，年

总产也未突破过900万千克．1974年以后。根据国家计划安

排，停止种植棉花，烟叶种植面积始有大幅度增加．．1974年

即扩种到85848亩。总产1124．5万千克．在以后的年代里，

更是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期，烟草市场

一直是销大于产，卷烟原料供不应求，最紧张的时侯．连烟

头，烟权，烟秣、烟皮也收购一空．烤烟生产也就偏重于追求

数量。强调提高单产而忽视烟叶质量，二茬烟、多叶型，密植

套种等长期风行．这一时期。县内的烤烟生产，虽较解放前大

有发展，但数量，质量均还比不上其它先进地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

放、搞活的政策，叶县烟叶生产面貌开始了新的变化．1978

年被国家确定为优质烟生产基地县．1980年被评为许昌地区

烟叶生产先进县，1982年被国家确定为烤烟外贸出口基地

县，1984年至1987年连续四年被国家评为烟叶生产先进县．

1988年叶县烟草公司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全国烟草系统先进

集体”称号．种植面积1981年发展到11万多亩，总产1838．5

万千克：1985年又发展到15万亩以上．总产2613万千克．

上等烟占收购总量的比例，也由1977年的1．85％上升到1985

年的5．66％，1987年的45．4％．出口备货烟1984年至1988

年．每年都在150万千克以上．计县已由一个分散产烟区变

成了全国41个烟叶生产基地县之一和全国烤烟外贸出口县之

一。优质烤烟已远销欧、美、亚．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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