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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汝州市烟草志》编纂事竣，现已出版问世，这是我市史志编纂工作中的

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全市人民经济文化生活中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

编纂这部烟草志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自1886年汝州始种烟草117年间，

尚无一部烟草专业志书，本志的问世，填补了我市史志的一项空白。’此志观点

正确，思想性强，资料翔实，文风朴实，具有行业特点、地方特色以及存史资

治、利济当代的作用。可为当今及后世发展烟叶生产，繁荣经济，提供有益借

鉴。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极其珍贵的文化典籍。

汝州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土地肥沃，资源丰富，

农业基础较好，对烟草种植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晒烟的进入迄今已逾百

年之久，烤烟始种亦达70余载，香料烟种植也历经17个春秋。新中国建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市的烟叶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对

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1986年，汝州(原临汝县)归平顶山所

辖后，使我市由非重点种烟区变为全国著名烤烟产区之一，给烟草事业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机遇，我市的烟草种植得到了飞速发展。在中国烟草总公司

提出的“计划种植，主攻质量，优质适产”的方针指导下，在烟区积极推广

“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三化生产，使烟草种植面积更趋合理，产量、质

量都有大幅度提高。自1983年11月汝州市烟草公司建立至2003年底，共为国

家创收烟叶产品税利达1．12亿元。实践证明，发展烟叶生产不仅是培植市乡

(镇)财源的重要途径，也是切实可行的富民工程措施。

科技兴烟是我市烟叶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多年来，优质烟叶比例稳中有

升，从销往全国17个省、市30多家烟厂的烟叶看，均受到了厂家的好评，并

多次得到厂家的免检，还两次出口国外，打入国际市场。烟草公司从80年代

起，曾先后四次获得河南省烟草生产、收购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并多次

受到河南省烟草公司和平顶山烟草分公司的表彰和奖励，谱写了汝州烟草事业

的辉煌篇章。

卷烟销售，围绕着以提档增效为目标，不断深化改革，拓宽销售渠道，实

施诚信服务，19年来，销售卷烟已实现利润高迭三千五百万元。当今卷烟销

售工作面临和蕴含着绝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其未来前景更加宽阔

美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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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两烟”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取得，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科技，三是靠

全体烟草工作者辛勤的努力。为使这些成绩能够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

作用，把那些在烟草战线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和事载入史册，实属具有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的千秋大业。《汝州市烟草志》在上级史志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

经过编辑人员的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本志的撰写任务。

借此志书出版之际，我欣然命笔为序，谨向帮助、支持汝州的烟草事业发

展的领导、专家及全市烟农，向编写志书的各位编审、编辑及工作人员致以衷

心的感谢!

祝愿全市人民在汝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汝州市烟草志》为借

鉴，再创汝州“两烟”事业的辉煌。

妻：；鬻宇耋萎樊幸民汝州市烟草公司经理 ⋯一

二oo三年九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作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信而有证的资料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真实地反映本行业的历史特点和现状，以求

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型专业志书。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的原则，上限从汝州始种烟

草起(1886年)，下限2003年，部分内容略有上溯和下延，力求反映历史之全

貌。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设置，全书40万字，设14章，60节。概述、大

事记冠于全书之首，中分环境概况、烟草种植、烟叶购销、科学研究、烟草工

业、卷烟经营、烟草专卖、机构、企业管理、烟草队伍、宣传活动、基本建

设、党群组织、人物与荣誉，附录列于卷末。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以类系事，

横排竖写，志文采用现代汉语记述体，图表分列有关章节，以求条目分明，严

谨朴实。

五、本志大事记采用以时系事，纵贯古今的记述方法，采取编年体与记事

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贯通全书。

六、本志收录人物均为健在者，凡对汝州烟草事业有重大贡献的汝州籍、

客籍人物及汝州寓外人物列为简介，获地(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分别列

表记述。

七、本志用字以简化汉字总表为准，计量单位皆依公制，纪年用公元，民

国以前历史年号加注公元，地名均以汝州市新定现代标准地名为准。

八、本志记述中对1988年6月撤县建市前后的称谓分别以临汝县和汝州

市记述。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为政企合一单位，故有时称局，有时称公司。

九、本志初稿，已于1999年5月26日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过评审。

为了反映行业的近貌，故将志书下限时间再次续至2003年底。

f劳：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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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部浅山丘陵区。地处北纬33。35 7至35020’，东经1120

32，至113。7’之间。东与禹州、郏县，南与宝丰、鲁山，西与汝阳、伊川，北与

登封等县市毗邻。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4公里，总面积1544平方公里。

境内北靠嵩箕山，南倚外方山，北汝河横贯中间，形成两山夹--jil的槽形地

带。地面海拔最高的岘山1165．8米，最低的小屯镇路寨村东北为145米。西

北高，东南低，自然形成山地、平川、丘陵等地形。地下资源丰富，煤储量达

20亿吨以上，素有“百里煤海”之称。

汝州市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重要。夏商时代属禹州之域，东周为王畿之

地，东汉以来是郡、州、县治地，又是郑(州)洛(阳)的屏障，许(昌)宛

(南阳)的咽喉，历来都是豫西军事、政治、经济的重地之一。交通纵横，四

通八达，207国道直插南北，洛(阳)界(首)公路横贯东西，焦枝铁路由西

北至东南穿境而过，乡村公路相连成网，达到了村村通汽车。1954年9月，汝

州市(原临汝县)由许昌地区改属洛阳地区。1986年3月，划归平顶山市所

辖。198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临汝县，设立汝州市。2003年底，全

市共有15个乡(镇)，5个办事处，452个行政村，21．6万户，93．8万人。耕

地91．2万亩，其中适宜种烟面积达90％以上。由于汝州具有土壤、光、热、

水等资源优势，对发展烟叶生产十分有利。

据考察，汝州市种植晒烟始于清光绪12年(1886年)，最初在临汝镇冯楼

村种植，后传至蟒川、王寨、寄料一带，当时晒烟多在房前屋后或闲散地零星

种植，且多为自种自吸，兼有少量买卖。民国21年(1932年)，蟒川乡戴湾村

引进烤烟，后普及到王寨、临汝镇、纸坊等地。香料烟于1982年引进，先由

温泉镇陈寨村少量试种，后逐步推广发展到杨楼、寄料等5个乡(镇)种植。

烤烟种植之初，以临汝镇冯楼村、王寨乡史庄村的烟质最佳，有“手搓成粒”

之美称。

建国前，烟草生产管理粗放，产量低下，农民生产的烟叶除自食外，多余

的即到集贸市场自由销售，或卖给烟叶行户、烟丝作坊等。进入40年代，随

着烤烟的发展，卷烟工业兴起，常有外地客商来临坐庄收购，多运往许昌、襄

城县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烟叶生产的发展，采取统一收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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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度量衡器，规定合理的烟粮比价，不断整顿市场交易秩序，发放烟叶贷款

和预付定金，及时供应肥料等烤烟所需物资，烟田面积逐年上升。1951年，

种烟面积和总产分别达到2．84万亩、192．3万公斤，与1949年相比，面积扩

大了5．8倍，总产提高了10倍之多。1954年，临汝县划归洛阳地区，由于行

政建制的变更，在农业种植结构方面，强调以粮为纲之故，使种烟面积逐年呈

下降趋势，加之“大跃进”、“共产风”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烟叶生产连年

滑坡。60年代中期，全市烟田面积由原来的万亩左右降至六、七百亩，后期

虽有回升，但一直徘徊在两千亩左右。进入70年代，烤烟生产单纯追求高密

度、高产量，影响了烟叶生产的发展，造成质量下降，出现了烟叶市场危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商品

经济意识逐步提高，在种植观念上有了重大的转变。从汝州市11个产烟乡

(镇)看，大部分处于丘陵山区，经济力量薄弱，乡镇企业不发达，是典型的

农业大乡。为了抓好多种经营，促进烟叶生产的发展，自80年代始，市、乡

(镇)先后建立了烟草生产领导小组和管理机构，并采取了政策上支持、经济

上扶持、技术上指导、法律上保护的措施，鼓励发展烟草生产。1981年，除

从许昌、襄城县聘请81名烟叶技术员帮助指导外，又抽调8名人员四下许昌

等地购回长脖黄、红花大金元等优良品种55公斤，无代价供给种烟农户。同

时，还决定将烟叶生产列入农作物种植计划，并拨出经费，由市科委牵头，组

织农业部门及市供销社等单位大搞烟草科研活动，积极参加省烟草优稳低协作

组的各项试验，并邀请河南省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贾其光、宫长荣及其它科

研单位的技术人员来汝讲学，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普及烟叶生产及烘烤技术。

从此，种烟面积逐年扩大，烟叶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1982年，河南省农业区戈IJ委员会烟草研究组通过烟草生产条件分析和科

学论证，汝州被列为“豫西烤烟最适宜区”。适宜种烟面积达88万亩，占总耕

地面积的90％，其中适宜种植香料烟面积为14．7万亩。到1985年，种烟面积

迅猛扩大到7万亩，总产达809万公斤，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汝河以北的九

个主要产烟乡(镇)，其中有四个产烟大乡，烟叶生产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主

导地位，基本上是“烟叶财政”。汝州烤烟，1983年、1985年曾两次远销国

外，销往全国17个省、市30多家卷烟厂，烟叶等级质量都得到了客商的满

意，有的厂家对接收的烟叶还多次给予免检，进行鼓励。

从汝州近20年来烟叶生产发展情况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转变。

一是从种植多叶型品种和传统生产技术的数量增长型向以“三化”生产为

主的质量增长型转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是：淘汰劣种，更换新品种；巩固

老烟区，有计划开辟新烟区，合理调整种烟布局；大力扶持和发展种烟大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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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大户、大方，实现烟叶规模化生产；加强烟叶生产技术队伍建设，开展

烟叶生产技术交流与合作，在烟叶育苗、大田施肥、田间管理、采收成熟度和

烘烤等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尤其是种烟布局，经过调整后更趋合理，基本打

破了过去那种“棉下川，烟上山，布局满天星，种植高、远、瞎”的种植格

局。1986年，汝州又率先提出了烟田“四个转移”，即旱地向水浇地转移，瘠

薄地向肥沃地转移，分散烟田向集中连片转移，无劳力无技术户向有劳力有技

术户转移。到1988年，全市种烟面积已基本集中在11个乡(镇)，96个行政

村。当年连片三百亩、二百亩、一百亩的烟方26个，面积达7244亩，占烟田

总面积的14．3％。良种普及率达到98％以上。这一时期的转变，实现了三个

目标：一是产量稳定与烟叶质量不断提高。单产数量稳定在130至175公斤之

间。1986年上等烟占收购量的6．4％，比1982年的0．22％增长了6．2个百分

点。二是品质提高。颜色由浅变深，单叶重由过去300片一公斤变为140—200

片一公斤，劲头稍大，燃烧性能好，香气量增大，化学成份协调。据1988年

取样化验，烟叶总糖22．67％，还原糖21．75％，烟碱2．43％，总氮1．33％，

蛋白质5．69％，烟碱氮为0．42％。烟叶的外观质量和内在质量都得到了明显

的提高。三是经济效益显著。农民绝对收入由1983年的536万元增长到1988

年的2349万元，净增1813万元，平均年递增34．4％o 1988年上交烟税占汝州

市税收额的34．5％，原烟税金是其它农业税的3．7倍。

二是从质量增长型向优质、丰产、高效型转变。其主要表现是：从90年

代初，积极推广供需双方挂钩，建立优质烟基地，探索烟农、烟厂、烟草公司

联手共抓优质烟生产，促进“两烟”良性发展；烟草部门逐年加大对烟叶生产

的扶持和投入力度，重点解决烟粮比价不合理和烟田水利配套及烟田施肥问

题，以确保烤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兴烟活动，依靠科技进步，

解决烟叶生产中长期存在的“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成熟度不够，烘烤不当”

的共性问题，不断提高单产和质量，增加烟农种烟的效益。

三是种植烟叶由分散经营向大户租赁经济田转变。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最适宜发展烟草的

规模化生产。全市的种烟大户1987年只有几户，1993年种植5亩以上的大户

就有658户，面积达3478亩。这种办法创出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科

技为先导，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坚持“公司十乡(镇)”，“公司十农户”，使小

生产者与大市场接轨的汝州种植模式。1996年，临汝镇东营村推行烟叶生产

适度规模经营，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达到了效益倍增。当年全村种烟1075．1

亩，平均亩产值高达1156元，是常年种红薯或种棉花总产值的4倍。实践证

明，这一形式在发展烟叶生产中已显示了极大的优势：一是面积稳中有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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