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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嵩明烟草志》经过领导小组及编纂人员两年多辛勤劳动，现

已成书出版。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系统地反映了嵩明烟草事业发

展的历史，资料翔实，记述全面，突出了嵩明的地方特点，具有

较好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嵩明是云南第七大坝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具有良好的

自然环境，烤烟生产已有近60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广大劳动群众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为烤烟生产的大发展奠定

了基础。针对境内的。小气候”特点，围绕增温避寒这一主题，试

验成功了具有增温、保湿、保肥、防涝，有效抑制病、虫、草害，

配方一次施足底肥，大幅度提高烟叶产量、质量的烤烟地膜覆盖

栽培新技术，为山区、半山区、次冷凉地区发展烤烟生产闯出了

一条新路。1979年被列为全国烤烟生产基地县。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

人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依靠科技发展烤烟生产。不断完

善政策，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加强技术指导，完

善配套服务，促进了全县烤烟生产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种

烤烟已成了广大农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烤烟成了全县的主要

经济支柱，在嵩明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各级领导

的重视、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烟草系统职工的勤备工作和广大

群众的积极努力，烤烟生产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喜人局面。

《烟草志》按新编专业志的要求，详今略古，重点突出了新时

期全县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烟草系统职工为发展烤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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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反映了某些年代由于政策失误、投

入少，忽视科技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志书图文并茂，语言朴实，结

构合理，层次清楚，剪裁得当。它的出版，为烤烟生产的决策提

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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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余已过花甲，行将退休之际，能看到《嵩明县烟草志》出版，

甚感欣慰。

嵩明烟草，几经曲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共产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政策倾斜，各级领导重视，有关部门支

持，行业职工努力，科学技术进步，烤烟蓬勃兴盛，社会经济效

益大增，始成嵩明一大经济支柱。

值此改革开放、El新月异时代，公司决定修志撰史，以明得

失、资后世。乃组班子、寻资料，历时二载有余，几经修改，才

有此志问世。

《嵩明县烟草志》上溯至明代，下限至1992年，横排门类，纵

叙史实，集资料性、科学性于一身，广征博引，客观叙述，详述

劳动人民辛勤业绩，行业发展之兴衰变化，重叙新时期科技兴烟

之创举，不失为一本珍贵易懂的乡土教材。

时下烟草事业正盛，同仁切勿居功自傲。宜抚今追昔，居安

思危、温故知新，才能兴利除弊，再创佳绩，是以为序。

．黄万贤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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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按照新编专业志的要求，实事求

是地进行编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志书上限为1921年，下限为1992年，个别事物追溯到

明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以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

平起义之日划分。

三、全志由述、记、志、图、表、录组成。正文以章、节为

层次，目为撰写单元}坚持“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详今略古”原

则；以记叙文体进行编写；图表附于正文中。全志除卷首、卷尾

外，共9章、24节、63目、52个子目、附图8幅、附表40个。

四j凡表示数字、百分比、民国和纪年，一律以阿拉伯数字

书写，口头语、成语、专用术语中的数量，一律以汉字书写I民

国及其以前的纪年用括号注明公元年代。数字多数取小数点后2

位，个别取到3位。

五、为体现史实，计量按原始材料标准记入，不再折算。1953

年3月1日以前的旧人民币，按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一律

以新人民币书写。温度以摄氏标准记述。

六、称谓按当时习惯，人称直呼其名，不加评语。单位首次

出现记全称，后记简称。地名以《嵩明县地名志》为标准，凡新

旧地名不同，则以括号注明。

七、全志以文字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文字资料于县档

案馆、县志办、统计局、县供销社、县烟草公司文书档案和报表

资料，不逐一加注出处。口碑资料由当事人讲述，经考证后进行

编写。 ．

八、烤烟用煤和1985年以前的烤烟税利，按政策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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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嵩明位于滇中偏东偏北，地处低纬高原，属温带、暖温带、北

亚热带混合气候类型，在滇中地区相对冷凉。历年平均气温“℃，

降雨量988毫米，全年无霜期222天．5月气温升高，进入雨季，

7月高温多雨，5至lO月大予lO℃的有效积温3310．3"C．白天

温度高，昼夜温差大，营养物质积累多，为喜温作物烤烟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气候环境。加之，70．8％的耕地分布于海拔1800—·

2000米以内，适宜种烤烟的红土亚类土壤占全县旱地耕地的

66：4％，具有生产优质烟的气候、土壤条件，是全国41个优质烟

生产基地县之一。县境地形特殊，坝子四面环山，西南偏高，东

北偏低且丫口多。遇有北方冷空气袭击，寒流易入难出，滞留时

间长，形成。两头低温”一烤烟苗期易遇倒春寒，成熟期易遇
秋季低温及早霜的小区气候。在相同寒流侵袭下，灾害往往重于

滇中诸县。“增温避寒”成了实现烤烟优质适产的重要课题。

一晒烟(土烟)，明代中叶始有种植，民国时期有所发展，据民

国嵩明县志载；年产土烟16．5万斤，外销约5万斤。

烤烟始种于民国24年(1935)。经14年扶持推广，民国36年

(1947)栽烟1500亩，收烟225000斤。县人民政府成立初，农户

种烟不多。1956年合作化高潮中种烟10037亩，收烟825445斤，

首超民国时期最高年水平，烤烟种植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项产

业。 。 。
、

1958至1966年，由于公社化推行“一大、二公”的经营体制，

集体生产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虽层

层下达烤烟种植任务，面积保持在1·l到1·6万亩，但农民生

产积极性不高。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后粮烟矛盾突出，烟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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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缺，，干部群众中滋生了“重产量，轻质量”思想，导致产量增

加，质量下降，1964、1965年均价在0．3。元以下。10年。文化

大革命”中，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全面发展，不少社

队把栽烟视为政治任务，面积少栽多报甚至不栽虚报，白塘烟和

板茬烟达栽烟面积的30——40％￡．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使耕作粗

放，采烟青黄不分等问题长期存在，烤烟每斤价格始终在0．65元

以下。1958至1978年，烤烟生产经历了徘徊中逐步发展的曲折历

程。 ， ⋯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1981年全县栽烟20362亩，单产322斤，收烟

6565000斤，均价0．805元，收购金额5285800元，粮烟总产首创

历史最高年水平，烤烟生产走出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82年，农

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放宽农剐产品统、派购政

策，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更加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在逐步

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

济。在以质量求生存的思想指导下，针对境内气候特点，围绕

“增温避寒”这一主题，1984年，在云南塑料厂和昆明市农机研究

所的支持帮助下，县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在杨林区马坊中村试验

成功了具有增温、保湿、保肥、防止土肥流失，有效抑制病、虫、

草害，配方一次施足底肥，大幅度提高烤烟产量、质量，适应次

冷凉地区发展烤烟生产的地膜覆盖烤烟栽培新技术。11月，县、区

党政领导参观考察祥云县深受启发，从而增强了大力发展烤烟生

产的决心。1985年全县推广地膜覆盖栽烟，当年栽烟37465亩

(地膜烟13652亩，占36．4％)，产量首次突破千万斤大关，达

10722001斤，质量有较大提高，均价达0．89元，产值比上年增长

89％。闯出了一条山区、半山区栽烟致富的新路子，使烤烟生产

上了·个新台阶。 。

⋯

一 +一

． 1985年2月，县烟草公司成立，进一步健全了烤烟生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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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调拨和卷烟专卖一条龙的经营管理体制，为烤烟生产发展建

立了一支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专业队伍。县委、县政府制定

了发展烤烟的扶持措掩。1985至1992年底，发放烤烟生产贴息贷

款14900万元，支付贴息2560259．49元，燃料补贴5294550．73

元，扶持栽地膜烟354370亩，支付补助6676429．80元，推动了

烤烟生产的发展．地膜烟的推广使广大干部群众尝到了科学栽烟

的甜头，科技兴烟积极性不断提高。1986年后，根据省，市政府

的政策，实行按中上等烟比例兑现价外补贴及奖励，推广优质烟

生产综合示范区t实行财政包干、超收分成和对区、乡(办事

处)、村三级干部实行产量、质量目标考核。到1992年，合计支

付上中等烟补贴37121172．41元I综示区示范补助5018476．23

元，兑现三级干部目标考核奖金3036961元1支付乡、镇财政超

收分成1310万元．各种奖励补贴政策的兑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干部群众的栽烟积极性。 滞

一、 为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步伐，1987年

参加昆明市在路南召开的水浇地建设现场会后，县委、县政府提

出了。稳步发展水稻同时主攻旱粮，确保粮食增产的条件下扩大

烤烟种植，，主攻烤烟质量”的指导思想。要求在全面应用科技发

展粮、烟生产的同时，大搞水浇地建设，促进粮、烟双丰收。1988

至1992年，全县投资12473241元，其中各级财政投资9198953

元，群众集资3272288元，新建水浇地工程172件，改善了75860

亩旱地的灌溉条件，促进了山区、半山区烤烟生产的发展。使烤

烟种植面积从1987年的42412亩发展到1991年的100965亩，增

长1．38倍。为使地膜烟栽培技术措施全面落实，1987年5月，县

决定由分管副县长牵头，组成计经委、农业、供销、粮食、烟草、

银行、财政等部门参加的农用物资、资金协调领导小组，用配套

服务来保证烤烟科技措施的落实。1988至1992年，又对田烟种

植、拱棚薄膜育苗、营养袋假植育苗、封顶打权、改良小烤房等

一3一



科技措施进行奖励或补助。合计补助移苗上袋237587．8亩，支付

补助718604．4元，扶持种田烟20777．2亩，支付扶持费952202

元；封顶打权，支付奖金478087元，改旧式小烤房为组合式云曲

一88烤房，补助37860元。1985至1992年，为扶持烤烟发展，推

动各项科技措施落实，全县共支付扶持费、补贴、奖励

7'1202424．52元。按1992年68569户农户计算，户均1038元。随

着各种科技措施的推广，烟叶产量、质量明显提高，中上等烟从

1986年58．3％以后连续5年保持在80％以上．1991年全县栽烟

100965亩，收烟2390万斤，均价1。73元，烟农收入4134．7万元，

农民人均烤烟收入148．50元，开创了烤烟生产新局面。 ，

1991年6月，嵩明县复烤厂投产复烤，两年产复烤烟565086

担，烤透率及成品合格率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外观质量及重量

允差合格率达95％，既提高了烟草生产效益，又促进了烤烟生产

的发展。 一。

烤烟生产发展给国家和农民带来较好的效益。1956至1992

年，36年财政收入仅烤烟一项达10444．36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

的31％。其中：县烟草公司经营8年，上缴财政税利8226．36万

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41．5l％。特别是1991年，烟草税利占财

政收入56％，烤烟成了嵩明县主要经济支柱。烟农收入由388784

元增达4134．7万元，增长105．3倍。由于种植烤烟经济效益较高，

种烟大户逐年增多，t985年栽烟收入1000——4000元的747户，

万元以上的只有1户。1988、1991，1992年，种烟收入5000元以

上的分别为1906、500、1746户，万元以上的分别为7、20、29户，

栽种烤烟为农民劳动致富开拓广阔的门路。 ．

经过57年的发展，嵩明的烤烟生产已具一定规模，积累了不

少有益经验，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纵观历史变化，嵩明

的烤烟生产，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够较快发展，一

靠在不断认识县情基础上，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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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地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和措施，二靠增加投入I三靠全民科技

意识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普及提高，四靠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支

持与合作。 j

回顾过去吏人豪情满怀，展望未来，充满信心。县委、县

政府已将烤烟发展列为全县“八五”期间财政收入登上7000万元

新台阶和1997年农民人年均纯收入达到1000元，实现奔小康的

战略措施．在进入以知识和科技决胜负、以质量求生存、催人奋 ，

进的时代，面对市场竞争激烈的严峻形势，通过《嵩明烟草志》的，：

编写和利用，将进'步加深县情的认识，加大改革的力度，不断

提高科学栽烟的水平j为求得烤烟生产的更大发展，只有在择优

布局、狠抓提高烤烟质量、增强烤烟竞争能力上下苦功夫，花大

力气，为继续打好粮烟增产总体战，推动全县社会经济的更大发

展作贡献。。． 一
J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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