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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长沙，楚汉名城，历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烟

业，始于清代，兴于民国，盛于近20年。清代中期，烟草落户长

沙，进入种植争消费。民国时期，省城烟品剖销初具规模，成为

当时的热门行业。宁乡烟叶，销至省外。新中国成立后，烟草的

生产与流通，作为农、工、商产业链的组成部分，稳步发展o 20

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为烟草行业

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o 1983年，国家对烟草实行专卖管理后，

长沙烟业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种植、生产、销售均创建了显著业

绩。浏阳建成优质烤烟生产基地，成为全国著名烟区。长沙卷烟

厂跻身中国企业百强之列，成为卷烟工业重要基地。长沙市场的

卷烟流通量位居湖南之首。

前进征途，回首往事，并将其载入史册，很是必要o 1992

年，长沙烟草行业编纂了首部《长沙烟草志》o新世纪伊始，国家

烟草专卖局决定编纂《中国烟草通志》，并对全行业的史志编修作

出部署。长沙市烟草专卖局根据上级的部署主持长沙烟草行业新

一轮修志工作。市局(公司)和烟厂组织力量，收集资料，分别

整理出《资料长篇》上报，同时着手对前《长沙烟草惠》进行重

修。执笔者将资料进行核实、增删、调整、充实，撰成初稿，分

发到市局(公司)各职能部门和烟厂、县(市)局(公司)进行

核对、补充。随后，根据反馈意见修改成正稿，报送省局修志办

和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评审通过。历时两年，《长沙烟草志》(重

修)印将定稿付印。



这部承先启后之作，与前志相比，内容更丰富，资料更翔实，

文体更规范。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扼要地记述了200多年

来，长沙烟草诸方面的史事，勾画了行业发展的轨迹，揭示了行

业发展的规律，既具思想性，又有可读性。选入的图片，贝4是珍

贵的历史见证。志书是传世之作，它服务"-3代，惠及后世。在今

后行业历程中，《长沙烟草志》(重修)将发挥启迪、借鉴、教育

作用。

展望未来，前方的路是宽广的，又是崎岖的。党的十六大提

出在本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国家的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

也展示出长沙烟业的大好前景。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世贸组织的加入以及经济发展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行业将面

临新的发展课题。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奋发有为，顽强

拼搏，把长沙烟草行业不断推向前进，以骄人的业绩再写历史新

篇章。

《长沙烟草志》(重修)是长沙烟草行业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

它成熟于国家《烟草专卖条例》颁布暨长沙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成立20周年之际，可喜可贺。我谨代表编纂委员会向指导志书编

修的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所有在编纂过程中付出辛劳的工作人

员致谢。是为序。

二OO四年一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是在1993年版《长沙烟草志》基础上的重修。记事的时限下

延至2001年，个别事项延至2003年。根据行业发展的特点，着重记述1983

年国家《烟草专卖条例》实施以来的史事。

二、本志记事，采用述、志、图、表、记、录等体裁。概述为全书总

揽。大事记为全书之经。志为全书主体，设章、节、目三层。根据记事需

要，在目下增设分目，有的分目下再设子目。章的设置，因袭前志所设“烟

叶生产”、“卷烟生产”、“烟草科技”、“烟草经营”、“烟草专卖”、“烟政管

理”六章，只对章名稍作改动；增设“党群组织和精神文明建设”、“烟草文

化”、“人物和荣誉”三章。志后附“重要文献选录”o其他附记、附录、附

表则编排在相关章节中，与之相配。

三、本志所用资料，1990年以前的以前《长沙烟草志》为主，编写过程

中作了核实和增删。1990年以后的资料，主要采自市、县烟草部门和长沙卷

烟厂的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统计报表和档案资料，进行了反复核对。在采

集的资料中，单位和个人历年所获各级、各类先进荣誉称号甚多，本志只筛

选级别和知名度较高的收录于“人物和荣誉”一章的附表中，正文一般不

记。

四、本志为行文方便，对机构名称适当简化，例如：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简作“长沙市局”、“市局”，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简作“长沙市烟草

公司”、“市公司”，合简作“市局(公司)”。其他机构名称，行文中亦有简

化。全称或简称的使用，随记事背景和语言环境而定。

五、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均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单位一律用汉字

表述。卷烟计量单位按行业习惯，采用“箱”(5万支)、“件”(1万支)、

“条”(200支)、“包”(20支)o关于记数，凡上万(亿)位的数，一律以万

(亿)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两位以后四舍五人。小数、百分数一般

精确到百分位(时间、温度、化学含量等除外)o表格内记数，受排版制约，

未作统一规范。

六、本志年代表述，清代用帝王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从民国开始，

一律用公元纪年o 1949年10月1日以前，简称“建国前”；以后，简称“建

国后”。



七、本志引用或收录了烟草的植物学、农作学及行业法规、管理方面的

通典性资料，穿插在有关章节中，以增强志书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八、本志收录图片96张。所收照片，以近年拍摄的为主，并选收了少

量历史照片。附图编排成24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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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烟业，已有200多年历史。

烟草，系外来物种，何时引种长沙，根据已查找到的史料，可上溯至清

代中期。乾隆八年(1743)湖南各常关对烟酒征税，说明烟制品已流通境

内。19世纪初，闽赣烟商、本地烟商相集长沙，制售丝烟，市场形成，并

具规模。在市场带动下，农村烟草种植逐步商品化，宁乡、浏阳遂成为烟叶

产区。清末，外国卷烟进入长沙市场。民国初，长沙成为进口“洋烟”和国

产卷烟的竞销之地。抗Et战争时期，外来烟受阻，本地卷烟业发展，手工卷

烟逐渐被机制卷烟取代，长沙卷烟工业开始起步。建国后，国家对私营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调整，长沙卷烟工业企业定型于1家；卷烟的购

销则归口国营商业经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长沙烟业在计划经济社会

的框架内运行，受自然和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时有起伏，发展缓慢。20世

纪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速现代化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空间o 1983年《烟草专卖条例》颁布实施，对烟草这一特殊行业

既制约，又促进，省、市、县设置专卖机构，对烟草的种、制、销实行高度

集中的统一管理。烟叶，按区域化、良种化、规范化组织种植；卷烟，按现

代化设备和先进工艺流程进行生产；购销，按专卖法规管理市场，规范流

通。近20年，长沙烟业在专卖体制的轨道上运行，种、制、销均有长足的

发展。

烟的种植，见诸史籍记载的有：清嘉庆《宁乡县志》“菸春初下种，春

末栽。连山接岭。肥者叶大茎可高五六尺，叶环茎参差，膏可粘手。六月

摘，夹以竹折曝之，近年民多业此”。清光绪《善化县志》“近年种烟几成美

利，或至废田园而为，一亩之烟可获利数倍”。 ·

早期的栽种，零星分散，以自种自吸为主。后“嗜者日众”，需求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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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自然种植逐步走向商品种植。19世纪初，长沙地区形成了宁乡、浏

阳两个密集种植区。清末、民国年间，宁乡县的晒黄烟生产发展较快。1926

。1948年，时逢战乱，外来烟受阻，本地烟走俏，该县年种植面积在3000

亩以上，所产烟叶畅销省内外，“宁乡黄烟，已负盛名”。

建国前后，烟叶生产起伏不定，烟农或种或停，产量时高时低。20世

纪50～70年代，长沙烟叶生产停留在一般种植状态，栽培技术老套，产量、

质量无大突破。

80年代实行专卖管理后，烟草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落实种植和收购计划，

采取扶持措施，调动烟农积极性，引入、推广新的烟种和栽培技术，烟叶生

产逐步走向区域化、良种化、规范化。浏阳县通过多年试验，引种烤烟成

功，并大面积推广，形成规模种植，1985年被列为湖南省烟叶生产基地县。

1997年，长沙卷烟厂以浏阳作为该厂主料优质烟生产基地，形成行业内的

“工农联盟”。在现代卷烟工业的带领下，浏阳烤烟生产稳步发展。

90年代，按国家提出的“计划种植，主攻质量，优质适产，提高效益”

的指导方针，市、县烟草公司以实施规范种植为着力点，重点开发优质烟叶

生产。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烟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浏阳市烟草公司与

长沙卷烟厂联合建立优质主料烟叶生产基地。加大投入，资助基地村组购置

双铧犁拖拉机，配备育苗大棚，并在万亩乡(镇)、千亩村修建标准化水渠

和标准化道路，逐步实现烟区田园化。又在烟区改建或新建标准烤房，建设

标准化的烟叶收购站点，安装微机管理系统和电视监控系统。二是加强优质

烟叶的开发。浏阳市接受了中国烟草总公司下达的国际型优质烟叶开发项

目，制定了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工作方案就烟区管理、计划落实、技术推

广等进行规范；技术方案吸收先进科研成果结合本地自然环境和种植现状对

栽培、调制一系列操作进行规范。选择开发试点，组织培训烟农，组织科技

人员现场指导。历时3年，开发工作已见成效，所产烟叶由长沙卷烟厂工业

验证，质量达到国际水平。三是加强烟区管理和烟叶科研工作，浏阳被确定

为长沙卷烟厂优质主料生产基地后，建立起烟叶产区、收购厂家和地方政府

“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各尽所能，齐心协力，共谋发展。为加强种烟的

科研工作，浏阳市与长沙卷烟厂合作兴建了中国烟草长沙技术中心浏阳烟科

所。至上世纪末，浏阳已成为全国著名烟区。

烟的加工制作，自种烟开始就有了。切丝、刨丝作为自种自吸的加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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