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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南平地区烟草志》的问世，是全区烟草行业

的二件喜事。这项文化系统工程，能在南平地区烟
一·

草行业组建10周年之际与读者见面，意义深远。

烟草传入福建闽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闽

北的晒烟及烟丝的生产经营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

一页。清人陆耀《烟谱》记载：“烟草，处处有之⋯⋯

第一数闽产，而浦城最著。彼土甚嗜者连食不过二
’

二筒，筒不过三四吸⋯⋯盖吕宋至闽为近，故其种

较真：产亦独盛。"浦城烟曾与武夷茶、建兰列为朝

廷贡品，有“贡丝"之称。1 400多年来，闽北的烟草

业经历了沧桑巨变。’ 。，

。

。

烟草制品性能特殊，既不能倡导无限制地生

产和消费，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明、清两代政

府曾多次禁烟而不止。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实行

过公卖和专卖制度，试图通过“寓禁于征"，采取课

以高税率政策，以期达到既限制生产与消费，又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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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加国家财政收入之目的。但当时战乱频仍，地方割

据，各自为政，且走私和偷漏税赋严重，不管是公

卖还是专卖制度，实际上未能推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烟草及烟草制品一

直由国家严格执行计划管理、经营，但烟草及烟草
‘

制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形成集

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和统一的烟草行业管理机构，

也曾出现过生产计划失控、流通渠道混乱，市场起

落波动的被动局面。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1983

年，国家颁布《烟草专卖条例》后，正式实行国家烟

草专卖制度。全区烟草系统组建后，实行全行业产
’

供销、人财物、内外贸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烟草专卖的优势，有效调控烟草及其制

品的计划生产、开发和培育地产卷烟市场，适当引

导消费，进一步强化市场管理；企业经济效益提

高，实力增强，为增加国家积累和财政收入作出应

有贡献。1992年，国家颁布的《烟草专卖法》正式

实施，以立法形式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烟草专卖制
’

度，全区烟草行业随之进入依法治烟的新的发展

时期。‘ 。．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社会

主义的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序 言

新编的《南平地区烟草志》，不仅是《南平地区志》

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填补了全区烟草行业专著的

空白。

《南平地区烟草志》力求真实、准确地记述

400多年来全区烟草业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以期

达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在历时3年多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福建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和中共南平市委(原地委)、

市人民政府(原地区行署)的亲切关怀，省、地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以及省、地、县(市)有

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对此谨表衷心的感谢!由于我

们编纂水平有限，差错、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

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宝；嚣字耋釜．杨培森南平烟草分公司经理．”。～”、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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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问题和取裁史料。
： 、

二、本志采用记叙文体。本着详今略古、古为

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近现代本地区烟草行业历◆

史，特别是自1984年闽北地区烟草行业组建以来。

的发展状况。上限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下限1993年o
’

、 三、本志按志体要求，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由

序、述、记、志、图、表、录等部分组成，以志为主体，

图表分别穿插在有关章、节之中。

四、入志资料，主要根据历史档案、地方志书、

专著、重要文件、文史资料、报刊、统计报表以及老

同志提供的考证后的口碑资料。

五、本志所记名称，一般均记全称，行政区划

和烟草机构的建立、撤并、分设均以当时当地的名

称为准。
’

／)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凡1949年9月30日前

的，一般标明朝代j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

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使用阿拉伯数字(引文原文除外)。记述20世纪若

干年代时，省略“20世纪”，简称××年代。

七、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符号，一律采用中
．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其中：烟叶为公斤、

吨；卷烟为支、包、条、箱(250条)；历史上使用的

旧计量单位，一般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如实记载

·的则以括弧注明，个别地方按习惯使用旧计量单

。，位。
一

．。
!

．
．，

． 八、本志采用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引文、

辅文或需要注释的专用名词、术语、特定事物等，

均随文注释。 ，

j

九、本志正式出版时，南平地区已改建为省辖

-。地级南平市，故该志封面、扉页落款单位为南平市

烟草专卖局、南平烟草分公司，特此说明。

例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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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地区位于福建省北部，俗称闽北(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

书多以闽北概指南平地区所辖县(市))。 二

、 闽北是福建省开发最早的陆地，也是闽越族的主要发源地。闽

越族先在河谷盆地散居，后逐渐与中原迁入的汉族融合。闽北最早

于东汉末年建县，后封建王朝曾以郡、州、道、府等建制更迭。民国1

23年(1934年)，闽北置福建省第七、九、十行政督察区f民国35年

(1946年)置第二、三行政督察区，时领20个县．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置南平专区和建阳专区，共辖18 一

个县．1956年，建阳专区并入南平专区，时辖20个县(市)．1968．

年，南平专区改称南平地区．1970年，地区所在地由南平市迁至建
‘

’

阳县，改称建阳地区，时辖9县(市)．1975年，撤销松政县，恢复松

溪、政和两县制(松溪、政和曾两度分合)，时辖10县(市)。1989

年，地区所在地由建阳县回迁南平市，复称南平地区．1993年底，

全区辖南平、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

。和lO个县(市)，126个乡(镇)。 。一，
： ‘： 。

十

“ p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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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地区，位于武夷山脉的东南侧，闽江上游，介于东经1179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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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平地区烟草志

00’"'119。257，北纬26。39’～28。207。东南部与宁德地区交界，西北

部与江西省接壤，西南部与三明市相连，东北部与浙江省毗连。全

区土地面积2．63万平方公里，人口288万。自然条件优越，为中亚

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冬短夏长，秋季气温比春季高，

年平均气温17"'19℃，平均相对湿度79～82％，年降雨量1750，．-．

1990毫米，年无霜期249,'--280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闽北成

为福建省的主要粮区和林区，也为烟草种植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有关资料，烟草传入闽北始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当时浦城一带农户开始引种晒烟。明、清两代政府对违反禁烟

的处罚甚是严厉，但因种烟获利颇丰，烟草种植一直在种与禁、吸 ，

烟与戒烟的反复中发展。清代中叶，民众吸烟之风日盛，晒烟种植

．遍及闽北各地。民国时期，闽北晒烟种植区域格局开始出现变化，

除浦城、顺昌、建瓯等地为福建省晒烟主产地外，其余各县种植晒

烟面积日减。抗日战每爆发后，为确保全省军民用粮，限制晒烟种

植，全区晒烟种植面积锐减。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平地区恢复和保留传统的晒烟生

。 产。但在强调粮食生产的同时，限制多种经营，加之晒烟市场需求
， 量减少，以致晒烟生产长期徘徊不前。80年代后，由于国内卷烟生

产发展转向大量需求烤烟原料，全区晒烟生产趋于萎缩，烤烟生产

． 日益发展． ! ～ +-。‘√一t。 ．

，南平地区的烤烟种植始于70年代，顺昌等地少数农户零星引‘
”

种，由于种植和烘烤技术等原因，影响烟叶质量，烟农收益差，烤烟

种植中断。80年代后期，国内优质烤烟原料需求量的急增，给闽北 ，

，，烤烟生产的发展注入生机。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下，烟草主
～

管部门抓住机遇，适时发展烤烟生产，把潜在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

’商品优势。1987年，中共南平地委、地区行政公署把烤烟生产作为
’

农村经济开发性项目，纳入“七五”、。‘八五”规划。同年11月，地区．
。

4
。

，



概 述 3

行政公署成立烟叶生产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的烟

叶生产．依靠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依靠科技兴烟，调动广大烟农的

积极性，充分利用省政府发展新烟区的各项优扶政策，从资金、技

术、人才、物资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扶持开发，促进了全区烤烟生产

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烤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烤烟生产不仅成为

南平地区农村脱贫致富的“短、平、快”项目，还为地方财政增加了

财源。至1993年，全区有9个县(市)种植烤烟8912．27公顷，产烟

叶9520吨，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第三位，成为全省第三大优

质烤烟生产基地。南平地区烟草分公司先后投资1240万元，分别

在邵武市和松溪县兴建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烟叶复烤厂，年复

烤烟叶能力达1．8万吨。是年，全区共复烤生产“武夷山”牌成品烟

叶8463吨，调销省内外30多个卷烟生产厂家，在国内烟叶市场上

享有一定的声誉。同时，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1500万元．

(二)

’
．

· ～一 ．

⋯

；

． ．烟丝是最先进入闽北的烟制品。明、清时期，闽北烟丝加工沿

用传统的加工工艺。烟丝加工作坊大多为前店后坊，集加工、经营

为一体。清代，浦城加工的烟丝色泽金黄，烟味醇厚耐久，成为闻名

国内的名优特产．乾隆年间，浦城烟丝曾与武夷茶，建兰等誉满京

城，成为封建王朝贡品，有“贡丝”之称，为京城烟商竞相营销。

20世纪初，卷烟产品进入闽北。最初行销的是英美烟草公司

的卷烟产品，紧接着民族工商业南洋兄弟、福新等烟草公司的卷烟

产品也相继涌入。这些烟草公司在闽北各地建立代理行、经销店

等，为使烟民由吸烟丝改吸卷烟，采取多种手段，如以广告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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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抗日战争爆发后，外来卷烟断绝。为维持市场供应，同时也

为沦陷区迁徙闽北的难民谋求生路，闽北各地纷纷兴办卷烟厂，南

平、建瓯等地被省政府列为卷烟定点制造区域。登记注册的卷烟厂

最多时有20多家，生产的卷烟牌号有三四十种。但因政府缺乏长

远规划，加上资金、原料短缺，产品质量差，销售不畅，大部分卷烟

厂家或倒闭、停业，或迁址，仅少数几家卷烟厂维持经营到解放前

夕。60年代初和70年代后期，市场卷烟供应紧张，少数县(市)商

业部门创办卷烟厂，自产自销。1978年5月，根据轻工部《：关于全

国停办一切小卷烟厂的紧急通知》精神，商办卷烟厂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卷烟执行统购包

销政策，由国家统一制定价格，统一计划经营。1952"--1983年，闺

北的卷烟长期由国家商业部门经营。1984年以后，根据国家《烟草

专卖条例》，组建南平地区烟草行业，充分发挥烟草行业优势，有效

地开发和培育地产卷烟市场，地产卷烟销售量逐年增大，约占总销

量75％左右。地区烟草分公司根据“调剂余缺、繁荣市场、稳定供

应、增加效益”的原则，统一进货、统一调拨，先后调入全国25个省

(市)、自治区的名优卷烟产品进入闽北市场，补充地产烟计划缺

口，确保全区卷烟购销计划的完成。1985"-1988年，全区烟草系统

卷烟销售量每年以环比16．57％，11．15％、8．32％和3．66％的速

度增长。1988年，全区烟草系统卷烟销售量达98081箱。1988年

后，随着卷烟价格从零售价、批发价、调拨价直至出厂价逐步全面

放开，烟草行业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卷烟年销售量在

8．70-一9．53万箱之间，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1993年，全区烟

草系统实现利润2071．29万元，比1988年增长近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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