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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古产晒烟，称“烟草之乡”，曾以其产量多质量好而

驰名江南及港澳各地；今产烤烟，又以其品质优良而扬名国

内，蜚声海外，被誉为“烟草王国”。从明代至今约四百年间，桂

阳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卓越的智慧，在烟草生产方面创

造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孕育了千千万万个种

植、晒制、烤制的能手，颇受远近烟农及烟广烟商的推崇。桂阳

烟农首刨的烟稻水旱轮作制和优质烤烟开发技术，已推广于

省内外。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桂阳烤烟面积之大、产量之

多、质量之优、烟税之巨、以烟兴农和以烟兴县之绩，历居全省

前茅，烟草收入已成为本县农村经济和县乡财政的重要支柱

之一。 ．． ，．。， ， 。 。。

j：现在，《桂阳烟草志》面世了。它是桂阳有史以来首部记述

，烟草专业的专志‘它以详实的史料记载了全县烟草业的盛衰

起伏和功过得失，如实地反映了烟草业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

训。1“观今宜鉴古”．．我们希望它能帮助人们从“鉴古”中得到

启迪，受到教益．而利于今后烟草业的更快更好发展，让烟草

业为致富农村、振兴桂阳作出更多的贡献。

，． 在《桂阳烟草表》编纂过程中，各位编纂人员广征博采，呕

，心沥血，数易其稿，方成其书，功绩非小。但因志记时限长，涉

、及面广，许多史料遗失。错谬之处难免，尚望读者多加指点。

。傅侯仙
’

(作者系桂阳县烟草专卖局局长)



·2，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一

1．

● ’

‘桂阳烟草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史实为依据．在桂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编写而成。记述

时间，上溯至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4)．即烟草开始传入桂阳

起，下限1994年止。，t，。。” ，一·：- ～， ；，：．
、

‘

全志用第三人称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

简称为解放前和解放后．各种较长机构名称和专用术语一般

在志书首次出现用全称，并注明习惯简称．以后的用简称。．i

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

年l解放后的概用公元纪年。计量单位，解放前的仍用旧制；

解放后的．采用公制和国际通用符号。货币折算．解放前的不

变，解放后的旧人民币折算为新人民币。’注释一律采用文中

注．所用数据以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
‘

。

本志资料来源于各有关部门和省、地、县档案馆。县供销

联社安排专人用两年时间搜集资料，计四十余万字，谨此深表

谢意。 ．， 矿 ∥ ： ：．
：

由于编写人员政治、业务、文化水平有限．遗漏、错误之处

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教。’
‘。 ’

● ‘●

+^。 一r

，，
’

《桂阳烟草志》编写小组

：。‘一九九五年六月
^．



目 录·l·

录

，2+

’ ’‘’ 7、
’

。，7‘。 ， ：
5’

^ ’ ’ ’

，

户争⋯⋯．'．一?⋯⋯⋯⋯⋯·，⋯···⋯⋯⋯·”⋯⋯⋯·，g Otto Q；⋯·．(1)

．编写说明⋯．．．．．⋯⋯．．t．⋯：⋯-⋯⋯⋯⋯_．．⋯．．(2)
概述⋯⋯⋯⋯．．．⋯：o⋯⋯．‘j⋯：：■⋯二⋯一．(1)
大事记。_．_．■：⋯．jj：_⋯j⋯⋯_。-．o(4)

‘第一篇。晒烟生产o，：⋯⋯：：。．．．．：⋯⋯．．：．(15)
jt第一章栽一-培’⋯⋯⋯m⋯⋯。‘“．：⋯⋯．⋯⋯i15)

．，。。第一节面积、产量w⋯⋯⋯⋯⋯⋯⋯⋯⋯，_。0(15)
2 ．-、‘第三节．栽培、晒制w⋯．．．⋯⋯⋯一⋯⋯⋯⋯⋯．(17)

．．第二章．购 销。⋯⋯．．：⋯⋯⋯一⋯⋯⋯“．(20)
’_第一节；收购．．．⋯⋯_⋯．．．⋯¨⋯·．o⋯⋯一一(20)

．． 第二节：销售⋯⋯⋯⋯⋯⋯j⋯⋯⋯⋯⋯⋯?”：(22)
．第三章．．加工、效益⋯⋯以⋯⋯．．．⋯．、．．：(27)
、 第一节·加工⋯⋯⋯⋯．．．⋯一⋯“．．．⋯··?⋯·薯(27)

． 第二节效益，⋯⋯⋯⋯⋯?。?：≯．々．量⋯_⋯⋯”：j蔓29j
第二篇烤烟生产+⋯⋯⋯⋯⋯0⋯-⋯(31)

． 第一章．栽，培一⋯⋯⋯一⋯⋯⋯_⋯“·：·(31)
。一。第一节栽培条件⋯．．．⋯．．．⋯‘：⋯⋯·。j⋯⋯·’．，．(31)



·2r 目 录
：

_
4 ’’

t-
●

n‘： 第二节面积、产量⋯⋯⋯⋯⋯⋯⋯⋯⋯⋯“⋯(3∞

第三节耕作制度⋯．．，⋯⋯⋯⋯⋯⋯．．．_⋯叫(43)
， 第四节栽培技术⋯⋯⋯⋯≯r⋯⋯⋯⋯⋯⋯(48)

。第二章烘烤⋯⋯j⋯．．；。二_⋯⋯⋯⋯．，：(53)
第一节烤房⋯⋯⋯⋯⋯⋯⋯．．．⋯⋯⋯⋯⋯¨(53)．

。第二节烤技⋯⋯⋯”℃⋯⋯⋯⋯⋯⋯⋯⋯⋯”(57)，；

。第三章t购⋯销_．I．盅二．．．。_。．__⋯^⋯(嘲：
；7．j第一节．收购．．．一-⋯⋯，⋯．-⋯⋯”·”w⋯警ps0·058≥·

．，；‘第二节销售⋯⋯⋯⋯⋯⋯⋯⋯⋯⋯”．·：：

第四章j，扶植⋯j∥⋯⋯⋯⋯⋯．-．
1

第一节，资金⋯⋯⋯⋯：“菇。：”≯‘孓：≯：。
。一j 第二节物资⋯⋯出小k⋯¨▲一二·、i；·矗”

名·?j(68尹
．．1．^ ’一一

'¨··(-72)

：．奠．‘u(72>
喜。o。<7{6劈

．。j第三节技术⋯⋯一⋯⋯⋯一．．⋯·|．·}“⋯·一n·j(78)

一第五章·加‘。工”啊’。：^．：。．．．“麓¨⋯kn_·(83)
÷，第一节烟丝’：：·¨“·二；··：：：jJ·：乱一-矗确⋯m⋯一(83)

，一．j}第二节⋯卷烟k⋯⋯⋯⋯⋯·沌”j··o⋯⋯⋯”．一-’<83)

’、第六章’-效’·i益j“⋯．j。“厶⋯，如．羔“二(85)
1：?‘第二节7’农民收入≮一oj_·：⋯⋯：⋯⋯_⋯⋯·(85)

、”．第二节“国家税收⋯⋯·2t·∥⋯呷畔一⋯”j一。瑚9)

7。?÷第三节：促进其他事业发展⋯⋯二⋯⋯．．．一“矗·7(92)

第三篇’卷烟经营：_--：⋯甄：-．_二．0<93)
，、第一章～．购一销一。。⋯篡：：乏器点_．』氮，鬲；嘉

一 f．● ，

。

．-F一 第一节。调购·一⋯，．⋯·“⋯⋯如⋯蠢“⋯一⋯；¨《93)

j第二节’．销售⋯一“⋯一⋯⋯··：⋯·：一：⋯⋯⋯"(94)



目 录 ·：3·

一第二章⋯’价格、利润。．-^⋯⋯。f⋯：_⋯：。(97)『
第一节价格’⋯⋯⋯⋯⋯⋯⋯·⋯⋯·j—i}·。U*It·茹·：，‘《97)

～．‘．第二节 利润“⋯⋯⋯“蚺m一_⋯·一“·：⋯··o⋯(98)

第四篇机构’管理_叠■：：Z■二二≮99；
，：。第一章’机’。构：．：j．2：．型：．0二：00：．≯(99≥

，。 第一节行政机构⋯⋯．⋯-：：_．w⋯一⋯?·?⋯-(99)

，。． 第；节．绎茸机!陶’：：?‘?≯’j‘：‘：i⋯-g⋯¨：‘：．．：’一<100)
5

、．．第三节科研机构⋯⋯⋯⋯⋯"?⋯⋯⋯?⋯⋯(105)

第四节部分机构简介⋯⋯⋯⋯⋯⋯⋯⋯⋯N(106)：

．。第二章⋯管、～理：二：⋯：：：：．：：：．：：：：■：：：：-．1．j(110)“
～ 第一节公卖专卖管理⋯⋯⋯⋯⋯⋯⋯⋯．．．(110)

， ．第二节储运管理⋯⋯⋯⋯··?⋯⋯⋯⋯⋯⋯⋯(112)
“

t第三节安全管理⋯⋯⋯⋯⋯⋯⋯⋯⋯⋯⋯⋯(115)

附录⋯I⋯⋯⋯⋯⋯⋯⋯：⋯⋯⋯⋯一(117)
一、烟税、烟照管理章程’ 。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布)⋯⋯⋯⋯⋯⋯⋯⋯⋯(117)

二、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
’ ’

。，·-．

[民国四年(1915)七月十八日公布]⋯⋯⋯．t．⋯⋯(119)

三、烟酒公卖暂行条例 一

。

。．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十二日修正公布)⋯(119)

四、烟酒公卖稽查规则 歹

(民国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公布]⋯⋯⋯⋯⋯⋯⋯⋯(122)

五、烟酒公卖罚金规则 ．’
，

(民国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公布]⋯⋯⋯⋯⋯⋯⋯⋯(123)

六、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 ”·，

。

．

，

：

、'f

●



·4·t目、 录

+?，(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十三日公布)⋯⋯⋯⋯(124)1

七、烟草专卖条例：．．。。⋯。：． ．．”“ ÷，‘．。； j

，，C1983年9月23日国务院发布)．．．⋯郴⋯⋯⋯l-(129)

八、烟草专卖条例施行细则，⋯‘。二：i心爱f i。 、j r～，!j

。

(1984年9月1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133)。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o⋯⋯⋯⋯(147)

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规定⋯一⋯⋯j．．1．⋯⋯⋯⋯⋯”(158)

十一、桂阳县烤烟经济状况浅析⋯·j：．一．⋯⋯‰⋯⋯⋯(163)．

十二’、美国高级科学家评桂阳烤烟⋯：⋯⋯⋯⋯．．．⋯“(168)

一、．1
·+·⋯，⋯· 五’．’。“ 一，’

庙．1己⋯⋯⋯⋯⋯⋯o⋯⋯⋯⋯⋯⋯·：⋯⋯⋯⋯r(170)
7一

’

一·一’‘‘ ⋯’一 ．‘扣 一。 ．；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撅述，】·。

一概j’述．p

一
。 ’ 。 f

‘一1
、

。

。挂阳的土壤、气候适宜种烟，以挂阳为烟叶主产县的郴州

地区乃全国六个最适种烟区之一。境内烟草栽培．始于明代万
7 历．扩展于清代光绪，初成于民国中期．鼎盛于新中国建立后。

r+j明万历二十一年(1594)．烟草自菲律宾传入我国闽、粤不

久，境内樟树下、长江圩一带就开始种植晒烟．然产量甚少。直

至清嘉庆(1796—__，1820)时．仍“嗜者甚众，地不多产．惟购买

。于衡湘他邑。”光绪年间(1785——1908)．逐步扩种至全境．且。

有少量烟叶，烟丝外销。民国初期．国内军阀混战．货物流通不

畅．种植减少；北伐胜利后．渐有发展，民国17年(1928)．产量

达1’5000担，外销也日渐增多。民国30年产量增至24600担，

约占全省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并以质优驰名粤、汉和港澳。抗

日战争后期．晒烟生产又渐衰落，民国38年产量仅7500担。，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县委、县人民政府贯彻“以稂为纲、多

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加强对烟叶生产的领导．，

并逐渐建成技术、物资、流通全面配套的服务网络．烟叶生产

迅速恢复和发展。1954年．晒烟产量恢复到563吨．居全省第

二位．次年又增至900吨。同时．1951年开始试种烤烟．1960

年再次试种成功。随后迅速推广．并取代晒烟。1974年．挂阳

成为全国十个烤烟生产基地县之一。此后．县委、县政府一面

抓扩种试验．推广烟稻连作制；一面抓品种改良和种植、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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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全县粮烟争地矛盾逐渐解决，烤烟面积不断扩大．产

1，量一直为全省之冠，烟叶质量也不断提高。1986年，全国烟草

会议吸评。桂阳烤烟质量名列全国第：。英国、美国、瑞士及香

港的烟草专家及商人先后来县参观考察．国内18个省及部分

’国际厂商来人来函求购烟叶；千余名烟农先后被外县、外省聘

÷为烤烟生产师傅。1988年．全县种烟21万亩(其中晒烟300

亩1；烟叶产量2．6D万吨(其中晒烟39．吨)。面积，产量跃居全

国第互位。‰，P ji¨：囊’?：t 。。：：¨7¨j：。t：{t：一≤。：、，_
j 。；：髓着种烟效益的提高，烤烟生产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1；993年种烟面积增加到27，Z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4 7J％。·圭产区80％以上的田土种烤烟。干烟叶总产量f4．07万

。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烟叶总产值瞪年现行价．并包括价外{}E
’一贴)20267’95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当年现行价)的25．’43．％，F

-完成烟叶税收,3799．”7历元。比1．988年增加712．4．万元衅但袒。
这一年，粮食、猪肉、蔬菜及其他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

农用化肥销售价格也大幅度提高、而烟叶收购价虽有提高傍
幅度小，种烟效益相对降低。；按烟、粮价格之比_，70年代为1：≯

4，这b年为．1：．2；烟叶与猪肉价格之比，50—-80年代为1：‘

。k这卜年为1j鲰弓：。据调查，种植烤烟平均每亩的总成本．

199"1年努295：72元．；1994年上升为483．11．元'平均每亩烤

烟纳税后纯收入．1991：年为236。06。元；1994i年降至88．58

元，降低62，48．％．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下降幅度更大a+’因

．此．农民种烟的积极性有所下降。，1994年．全县种烟面积减少

到趵．．37万亩．烤烟产量3．29万吨；但尽管如此。挂阳在全!

省、全国仍不失为种烟大县．面积、产量均名列前茅i是年冬．；i

雀政府决定从lp9墨年起提高烟叶收购价格’．烟草部f了增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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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扶植费标准，农民种烟的积极性又呈回升趋势。 、

’ 烟叶生产在桂阳经济中历来具有重要地位。自晚清以来，

烟叶一直是县内经济作物‘和输出商品的大项．其收入为农村

经济和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烤烟生产推广以后，其在全县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尤显突出，合作化以前．多数农民主要靠卖

烟的钱买油、盐和布尺等生活用品；合作化以后，多数农业社

和生产队靠卖烟的钱买化肥、农药、农机具和兑现年终分配；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烤烟生产又成为农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同时，烤烟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体农业

和煤炭、交通运输、．商业、加工业、乡镇企业、文化、教育、社会

福利郁业的发展。故桂阳有“烤烟经济鼍，“烤烟财政”之称。每

到仲夏。放眼农村．直如一片烟海．“烟波”浩淼：田里是烟．土

里是烟．农民挑的是烟．屋里堆的是烟。车子运的是烟，烟草收

购站里更是象黄金世界。故人们又称佳阳是“烟草之乡p、“烤
烟王国”。9 _t。

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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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一， ⋯； ：。’ ，．；，

一I．‘ o：乞 i

‘明、清时期～N
‘

7’

，1 ．

“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4)
一’ 。 h

，

7：
。

，境内樟树下、长江圩一带始种晒烟。。
，一|

， ，

·

， I ． 。

1’．：’清光绪二年至十六年(1876——1890)I
。／‘：

’

．-，： ．。

。

一‘j。． 一 々
‘ 二

f
、

本州普遍种植晒烟。除满足本县所需外．有少量烟叶、烟

丝外销。． ，，
，。． 。．．一 ，

’ ’ ’ 1≯：’
。

’
。

：
：

1．一
． 民国时期-

^
，

一，。|，。． 民国10年(1921)。
?‘

。
‘ ’

j桂阳烟商唐和顺在衡州大河街大吏码头开设“和顺烟i，

、栈”。专营佳阳烟叶．+r +，一，
，

．，

．。
。

‘
’

， 一， ， ，

’

七‘

， ：f ” q ．

”，，，．。，，0 民国22，19(1933)．。 ’。。
：

l ‘ ’

』十

。’t《中国实业志．湖南》载：桂阳常年种烟8000亩．产量·’

8000担。r” ，

。

，．·

’ ’
一

·’

’

彭楚珩著《粤汉铁路备览》称：“湖南人之嗜吸土烟者，对．’、

予郴州烟叶无不交相称赞．故‘郴州叶’之佳名乃逐渐普遍于

湘矣!佳阳、宜章所产烟叶以其邻于郴县，故统名为郴州烟。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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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o
’

?一 7。 。

．7

，

一 一畏营30年(1941)， ，。：

^

、 ‘

县内扩种晒烟．产量近全省的十分之一，兼以质优驰名

粤、汉和港、澳。 。， -
_ 4：- ‘j， ÷’ 。j-．i：’。 ，

‘， 民国32年(1943)7
} -，

湖北沙市汪可农等三户逃难来桂阳，首办手工卷烟作坊。
．

1

l‘ 一

” ‘一 ’

．

一 ．t

。 民国35年(1946)． 。
．

一

《湖南经济》第一期载文：“湖南烟叶，以桂阳产者最优”。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 ’：’’ ·

◆ 。长 。1950年
”

．+
，

冬，省农业厅寄给桂阳烤烟种子，翌年在县办农场试种

10余亩． ，?
‘7 ．

一一 ‘ ’

，r是年，县贸易公司开始收购晒烟。 ，

j 挂阳晒烟参加华南土特产展览会．销售总量居全省第二

位． --
’

’

，7．、 一f’． ．

省定桂阳为烤烟生产试验县，并派苏亮福到县作技术指

导．带来首批烤烟品种“大金元”和“小金元”。
。

。。： - ：
‘

tj．
。’ t

．：；。

’

：

‘

。 1952年 ； ，|

’春．县合作总社秘书李国庆(河南人)在龙泉乡倡种烤烟．

乡供销社主任罗盛忠去河南许昌购来烤烟苗试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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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县农场和龙泉乡共计种217亩，因缺烘烤技术，烟

叶质量差．收入甚微，后停种。一9’、‘一_1T
’

。1954年‘
。，

j县内晒烟亩产115公斤，总产达563吨，居全省第二位。
，·幸 ．、。∥

1958年
。_ ，乜， } f’，÷：j。：，’二，．，，I。。一

县贸易公司建立烟丝厂．年产烟丝22吨，产品销售到广

东等地。 · ’一 ‘～’ 7 ‘

’
，_

11959年
一 ， 一

一

j ．。-
．、

f

冬，省、地再次决定桂阳县为烤烟试点县，县委成立烤烟

生产指挥部，并在县商业局成立支持烤烟生产办公室，主抓烤

烟生产的技术指导和物资供应。。j ：，^：

是年．流峰公社富社大队晒烟送北京展览。

‘1960年。!一。_。

’3月15日．中央检查团来桂阳检查烤烟生产情况。

·春，聘请河南烤烟师傅4人来县指导烤烟生产，并从许昌

引进烤烟品种“金黄柳”。 - ，

。

≯一。春，派出40余人去邵阳、福建学习烤烟生产技术。。．

春，县培训烟农460人，培训内容包括种植和烘烤技术。
7

是年，樟市、流峰公社大面积种植烤烟成功，省、地来桂阳

召开现场会。 ，”．：一

’，。。是年，烤烟收购实行10级制定价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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