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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 言

王金源

． 盛世修志。卷帙浩繁的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

良文化传统，是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萍乡烟草志》的出版问世，是萍乡建县(市)1700多

年以来的第一部烟草专业志，它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为烟草事业提供历史借鉴留下了一份可贵的

史料，也是我们烟草行业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烟草是全国性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一个新兴行

业，萍乡烟草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从事烟草工作者，

为发展萍乡烟草事业，振兴萍乡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萍乡烟草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萍乡烟草行业的历

史和现状。它延续了历史，使之古今贯通；它记载了当今，

使之风貌依然，它突出了时代特点，使之行业通古宜今。

今天，我们编纂烟草志，意在振奋精神，锐意改革，同心同

德，再展宏图。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下，为萍乡烟草事业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业绩。



《萍乡烟草志》的编纂主持者，深感受命不凡，好在编

纂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两易寒暑，倾注不少心血。对此，

深表谢意。

一九九二年十月



凡例 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萍乡范围内烟草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烟草生产、卷烟

经营、仓储运输、烟草专卖、企业管理、中共党组织、群团

组织、生活福利、烟草风情及附录组成，共10章31节。

三、全志着眼于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突出现状。上限

不定，适当追溯事物发端，重点记述建国后尤其是烟草分

公司成立以来的史实，下限1990年，个别章节有所下延。

四、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按

章、节、目结构排列。编纂以事为类，以时为序。横排竖写，

述而不论。

五、历史纪年，建国前以朝代年号加公元纪年，建国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

六、机关单位名称，初见以全衔称谓，重见冠以简称。

如“江西省烟草公司萍乡分公司’’简称“萍乡烟草分公司"

或“分公司’’。

七、本志所用数据，以财会、统计部门为准。采用资料

主要来自各类档案、图书、报刊和有关单位、人士提供。编

]



4 凡例

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计量单位，烟叶以“担"或“吨’’为单位，卷烟以

“件"(50条／件)或大箱(5件／大箱)为单位，不足一件称

“条’’(10包／条)。

九、1992年8月11日，莲花县从吉安地区划归萍乡

市管辖，因下限为1990年，故莲花县烟草专卖局(公司)

的情况未记述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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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7

概 述

萍乡，历史悠久，早在十几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类。

从三国吴宝鼎二年(267年)置县，至1990年已有1723

年的历史。今系江西省煤炭工业基地之一，新兴的工矿城

市。萍乡，地处江西西部，位于东径113度35分至114度

17分，北纬27度20分至28度01分，东界宜春，南连安

福、莲花，西南和西北与湖南省攸县、醴陵、浏阳三县(市)

为邻。全市面积为2764．9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

70％，耕地、水域、道路和庄园面积占30％，概称“七山半

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以丘陵地带为主，山地、丘

陵、河谷、平川交错分布。境内有萍水、栗水、草水和袁水

四条河流，分别发源于武功山、杨歧山，属赣江水系和湘

江水系。袁水东流秀江、汇入赣江，萍、栗、草三水西流渌

水，注入湘江。萍乡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适宜种植烟草。

萍乡自然资源丰富，金属矿和非金属矿达30余种，

主要矿藏有煤、铁矿石、瓷泥、石灰石等，尤以煤闻名，素

有“江南煤都"之称。 ：
．

萍乡县治始设今芦溪镇古城村，至唐武德元年(618

年)达352年之久。武德二年(619年)迁县治于萍乡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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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市政府所在地。1949年7月萍乡解放时，同时设市、县

建制，9月撤市留县。1960年3月19日县改市，归属宜春

专区代管。1970年3月10日升为省辖市，1971年全市设

城关、上栗、芦溪、湘东4个县级区，至1990年4个县级

区未变，下辖10个镇、30个乡、5个街。总户数316465

户，人I：l 1396894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25579人。有汉、

蒙、回、藏、苗、彝、壮、满、瑶、畲、水、土家、布依、纳西等

18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98％。

、 萍乡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历史上萍乡

农民斗争接连不断，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如火如荼，蓬

勃发展。1892年“哥老会’’的反清斗争，1906年“同盟会"

的萍、浏、醴起义，震惊中外，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萍

乡被孙中山誉为“革命起源’’。1919年“五四"运动后，安

源工人运动更加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许多

领导如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曾在安源从事工人运

动。1922年9月14日由毛泽东亲自领导。李立三、刘少

奇等直接指挥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震惊全国，在中国

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

萍乡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县、乡苏维埃政府，进行了

烽火连天的土地革命。红军长征后，萍乡人民坚持三年游

击战争。在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萍乡人民积

极参军参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

了重大牺牲，正式载入烈士英名录的有4100多名。

建国前，萍乡经济不发达。建国初期，社会总产值仅

9848万元。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由一个农业县发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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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9

一个经济繁荣、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工矿城市。1990年全

市社会总产值211450万元，比1949年增长20多倍。工

农业总产值170702万元，比1949年增长19．7倍。其中

农业24760万元，占14．5％，工业产值145942万元，占

85．5％，主要工业产品有煤炭、生铁、钢锭、铝锭、汽油机、

电瓷、水泥、碳黑、苯酐、化肥、电风扇、鞭炮、焰花、塑料产

品及食品等。煤炭、生铁分别占省该项产品产量的40％

以上，电瓷出口量占全国的22％，占全省的85％。农作物

以水稻为主，其次有小麦j红薯、油菜、蔬菜等，1990年农

业总产值24760万元，粮食总产量74358万斤。随着经济

的发展，城市人13的增加，卷烟市场已发生新的变化。

萍乡的晒烟种植，始予明代万历年间，从福建、广东

传入，初为滞阴，除瘴防病而种。后来发展到人吸成瘾，流

传甚广，为吸烟者生活中难以缺少的嗜好。清朝，萍乡有

过零星分散自给性的晒烟种植习惯。民国时期逐渐种植

商品晒烟，仅赤山、湘东、腊市、麻山、丹江等地，种植商品

晒烟就有3100亩，产量5310担。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全县种植晒烟5200亩，产量8350担。建国以后，商品

晒烟种植减少，多为自种自用。清光绪年间，福建的烟丝

加工技术传入本市，芦溪、湘东、上栗、萍乡城内等地开办

加工烟丝作坊，生产的烟丝颇受吸烟者欢迎，畅销不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全县烟丝加工作坊有42家，从

业人员410人，年产烟丝2520担。建国后，随着卷烟的发

展，生活的改善，晒烟种植和烟丝加工逐渐衰退。

卷烟传入萍乡，始于清末，随着官僚买办盛宣怀开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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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煤矿，卷烟市场发展迅速。初为英美两国联营烟草公

司生产的卷烟，以“空山牌”卷烟最多。初吸者多为官吏绅

士，后渐扩及商人、市民。市场销售量逐年有所增大。抗

日战争时期，由于铁路，公路遭到破坏，交通不便，加上不

少矿山、工厂倒闭，民不聊生，卷烟生意萧条。建国后卷烟

市场日益好转，销量由少到多，档次由低级到高级。解放

初期，吸卷烟不普遍，农民很少吸，故销量不大。1949年

仅销售640大箱，1950年至1953年销量也没有超过

1000大箱。此后，随着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吸卷烟的人

越来越多，不少农民也渐渐吸卷烟，销量逐年上升。1959

年销售4024大箱，比1949年增加6．28倍。1960年因自

然灾害，烟叶减产，致使此后几年卷烟严重供不应求，只

好凭证供应。1970年以后，湖南卷烟进入萍乡市场，销量

明显增大，1977年突破1万大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

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卷烟市场繁荣。1990年全市纯

销售卷烟23837大箱，比1949年增加37。2倍。

烟草是一种特殊商品，消费量大，税利高，为历代朝

廷所重视。清初顺治年间(公元1649年)萍乡未设立烟草

专卖机构，但实行“寓禁于征"、“以税代管"的政策，以征

税为主。民国初期，政府采取“官督商销"的办法，对卷烟

实行公卖。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制定《战时烟酒专卖

暂行条例》。建国后，萍乡烟草先后归于“萍乡县专卖事业

公司”、“萍乡县贸易公司"、“萍乡市副食品公司”经营管

理。1985年2月从市副食品公司划出，同时成立“萍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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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局一、“江西省烟草公司萍乡分公司’’，此后，对烟

草专卖有了进一步加强。

萍乡地理位置特殊，西与湖南省接壤，许多乡镇市场

处于省界位置，上栗区东峰界集市，同一条300米长的街

道，其中东段属萍乡，西段属湖南。金山乡麻石集市街长

600米，宽5米，以街中心线为省界；还有湘东区的老关、

二里、金鱼石、美田桥、白竺石围等集市皆与湖南省紧密

相连，公路贯通。全市边界线达120公里，在客观上给萍

乡烟草专卖工作增大了难度，1985年成立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后，克服边界线长的困难，认真执行《烟草专卖

条例》等法规，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在

公安、工商、物价、税务、交通等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

多次大规模地整顿卷烟市场，换发烟草专卖许可证。取缔

走私贩私、“地下’’批发、无证经营及其它非法经营卷烟活

动，效果显著。在组建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以后的6年

中，签发烟草专卖许可证2376份，查处违章经营卷烟案

件3605起，收缴违章卷烟50500件，罚没款119万元。上

缴国家营业税74．22万元。补偿省产卷烟政策性亏损

2400万元，实现利润21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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