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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成宁市烟草志》历经四载编修，终于成书付梓，可喜可贺!这是

成宁市烟草行业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咸宁是一个新兴的中等城市。烟草行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从1984年全市烟草专卖机构组建以来，烟草行业的管理

逐步走上了法制化、正规化的轨道。烟草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在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袈’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艰苦创业，顽强拼搏。锐意进

取，与时俱进，在经营与专卖管理两方面跃上了新台阶，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为振兴成宁，为实施“兴工强市，特色农业，科技创新，旅

游带动，城市推进”五大战略作出了贡献，也为自身持续高速健康地发

展奠定了基础。

成宁地处华中要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烟草传入成宁至今亦有

四百多年的历史。《成宁市烟草志》真实而客观地记述了成宁烟草业的

发展历史和现状，使我们看到了成宁烟草发展的轨迹，看到了它所经历

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看到了烟草人埋头实干、克难奋进的精神，看

到了烟草行业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成宁的发展和

壮大中，成宁烟草人功不可没!

烟草系统的各级领导，善抓机遇，组织专班，把修志工作当作一把

手工程来抓，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出了成果，这为我市刚刚启动的地

方志第二次纂修工作提供了经验，也为地方志园地增添了光彩。江泽民

同志曾说过：“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



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不仅有近期的社会效益。

而且有久远的社会效益。”我相信，《成宁市烟草志》必将为全市人民提

供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希望全市烟草系统的干

部职工，不断地从《成宁市烟草志》中汲取精神养分，不断总结新经验，

迈出新步伐，为振兴成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成宁市委书记李明波

200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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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烟草志》的编纂，缘于《中国烟草通志》和《湖北省烟草

志》的创修。1999年9月6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出《关于编纂<中国

烟草通志)的通知》。接着，湖北省烟草专卖局于2001年5月22日发

出《关于认真组织编纂(湖北省烟草志)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县

公司以上各单位务必认真编纂烟草志。”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为认真落实

国家局、省局的指示，于2001年6月7日建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

长为副组长、各科室和各县市区烟草专卖局局长为成员的《咸宁市烟草

志》工作领导小组，并聘请专业人员组成修志专班，开始纂修工作。

烟草业是一个高税利的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广大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咸宁经济发展中，咸宁烟草作出的贡献更是有

目共睹，功不可没。可是几百年来，没有一本关于烟草的专著，更谈不

上全面系统的记述。编纂《咸宁市烟草志》，全面系统地记述咸宁市烟

草业的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是咸宁烟草人自身的要求，是咸宁烟草业

沿着健康轨道发展的要求。它对于促进烟草行业的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的发展，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修志重在“存史、资治、教化”、“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

为鉴”，这部志书将在咸宁烟草业当今和今后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求

真务实的精神，本着详近略远、详今明古的原则，力求对烟草传入咸宁



境内以来的经历及其发展变化历程，作全面而客观的记述。烟草自明代

万历年间传入境内，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明、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烟草及其制品基本上是自由种植，自由贸

易，政府以征代管：新中国成立至烟草专卖机构组建前，国家对烟草实

行统购包销的计划管理，初步实行专卖专营；1984年烟草专卖机构组建

以后，国家对烟草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建立专卖管理制度，至今

仍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对前两个时期的记述是既“略”又要“明”，使

人们从简略的记述中，看清其发展脉络。对烟草专卖机构组建以来的发

展历程及其现状，则要作全面、系统和详尽的记述。

咸宁烟草业的发展有着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其一，境内烟草的传入

早于省内其他地方，而且是由福建、江西等地直接传入；其二，境内的

烟丝业发达，且有不少咸宁籍人士到河南、山东、安徽及本省的汉口、

仙桃、天门、京山、钟祥等地开设烟丝铺；其三，境内的烟草工业从零

起步，发展迅速，一度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烟草工业体系。这些，在

志书中均有较为突出的记述。

咸宁市烟草志丛书共有八部，除本志外，尚有《咸宁卷烟厂志》、

《崇阳县烟草志》、《赤壁市烟草志》、《通城县烟草志》、《通山县烟草志》、

《嘉鱼县烟草志》、《咸安区烟草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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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

本市烟草行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溯事物发端，下限2003年，少数事项(如人事变动)下

延至出版前止。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按照咸宁市(地区)管辖范围的变化如实

记述：1965年组建时辖9县；1975年后，武昌、鄂城、阳新先后划出。

故文内有9县、8县、2市5县、1市1区4县等提法。

四、本志为篇章节目体，主要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记述。

五、本志以类系事，以事命题，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

体裁，以志为主。表、图随文插入，照片集编志首。附录有随文附录和

志后附录专辑。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人物采用传略、简介、录和列表的方法

记述，入志人物为对烟草行业有突出贡献或有影响的人物。

七、年代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用历史纪年夹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

八、本志的各种称谓，均按资料原文，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

则用简称。如“国家烟草专卖局”、“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咸宁市烟草

专卖局”，始用全称，以后出现依次简称为“国家局”、“省局”、“市局”。

文内所称的“党”、“党组织”均为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的简称。“咸产

烟”为成宁卷烟厂生产卷烟的简称。其他类同。



，沿用各历史时期正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除名词、习惯用语、语汇、成语中的数字用汉字外，

分比、公元纪年等均用阿拉伯数字。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通用名称，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烟叶按行业习惯用法外，一

位。

料主要来源省市县(区)档案馆、图书馆藏、烟草系

门提供的史料，部分为口碑资料，均经核实，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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