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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存千古。历时四年编修的《神农架林区烟草志》修纂

完成，行将出版，可喜可贺。

《神农架林区烟草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时为经，纵述林区烟草事业的发展历程，探

寻行业发展之规律，谋略事业更替之根本；以事为纬，记载林区烟草

事业发展历史，横陈烟草事业发展现状，忠实地记录了神农架烟草文

化的底蕴与发展，详细记述了林区烟草企业艰难创业、开拓创新、苦

心经营、发展壮大的史实。《神农架林区烟草志》资料翔实、内容丰

富，堪称一部林区烟草事业的百科全书。对于社会各界了解、认识、

研究烟草，探寻神农架烟草业的发展轨迹，都将是一部可信、可用、

可读的科学资料著作。

地方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内容包罗万象，覆

载丰富广博。江泽民同志指出，编修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神农架林区烟草志》的编成出版，

丰富了方志文化宝库，的确是项服务当代，教育新人，为后世积累资料

的好事、实事。

方志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过去，建设现在，开创未来。当前，

神农架正处在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一园四区”宏伟目标要求神

农架烟草行业要肩负起历史重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放眼全局，



创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为建设生态更加优美、社会更加和谐、

更加富裕的神农架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 互洛满
2007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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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记述神农架林区烟草商业的发展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全志共设9章19节44目，由大事

记、概述、烟叶、卷烟、烟草专卖管理、税收、财务、科教、组织劳动

人事、烟草文化、人物简介、附录等组成。

三、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使用简化字。

四、本志采用纵述历史、横排门类的方法编写。记事空间原则上为

神农架林区行政区域内，个别章节适当外延。

五、本志以境内烟草商业为主，兼顾烟草的起源与种植以及全国性

专志关于部门间共同事项的记述，突出有关烟草行业发展史实，记载具

有典型代表性的烟草文化。

六、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以志为

主体。

七、本志大事记上起1950年，下限止于2003年年底。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

八、本志“人物介绍”中的入志人员，一是林区烟草公司成立以后

的公司主要领导，二是为林区烟草发展作出贡献，获得区级以上奖励的

有功人员。

九、本志年代表述：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并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期

间用民国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以后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国名、人名、地名、官职、党派、



团体、机构、企业、产品、牌号等，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称，在

引起歧义之处加注说明，使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全称后予以提示。

十一、本志计量一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在引文或

特殊情况下出现的非规范性的计量单位均加注说明。货币按当时币

述。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烟草公司历史档案，部分采自书、报、

和口碑资料，均经核实，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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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0---1970年

境内各国营供销社经营的卷烟分别由房县、兴山县、巴东县3县商

业部门按计划调拨，按计划销售。

1962年，“湖北省开发神农架林区房县指挥部”和“湖北省开发神

农架林区兴山指挥部”的卷烟供应，不属地方管辖范围，是由省商业部

门下达供应计划到宜昌二级批发站和襄樊二级批发站，然后由各个指挥

部内设的物资供应组直接到指定的二级站进货。

1970年

5月28日 国务院下达[1970】国发47号文件，批准划房县、巴

东、兴山3县的24个公社、2个药材场、1个农场，成立神农架林区，

并确定为省直辖的相当县级行政区。巴东县划入的板桥、石磨、下谷3

个公社暂由巴东县代管。

神农架林区成立后接收房县、兴山县移交的兼营卷烟的盘水区供

销合作社1个，分销店21个，并成立神农架林区国营合作社，在林区

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担负境内农村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资供应，为国

家经销、推销或代购、代销商品。是时，本境的卷烟购销由国营合作

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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