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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午氯量对烤烟叶质量影响比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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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修志，乃历代有志于此者之己任。古有典范，司马迁之《史记》

实为我国史料之珍品，名传古今中外，对历史文化衙延续贵献卓绝，

为后人修志树立了榜样。 一、⋯ 、

。’

’

今‘日修志，适逢盛世，意义深远，责无旁贷。修态，．．不但是一项

重大的文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首编《恩南其烟草志》，对并发思南烟革资源，振兴

思南经济有重要作用‘； 1，i‘：．、?，1 i’剃i
-v

考其史j在思南历史上碧编修过置部府意。现存有明嘉靖和清道

光版(钞)，民国初年，曾I编．《思甫县志稿》，尚未成书。古志均系

综合性地方志，然无专述烟摹之专态0而在综合性志书中，对烟草一
业有的一言带过，有的臾学寨提，√便后入颇难稽考。1

思南为贵州大县，属黪东北、j乌江流域之重镇。政史悠久，经辨

繁富，文化发达，交通方蛾’为黔东牝商业集散之地。思南县境，山
川秀丽，土地肥沃，，气候寒瓜舞．『-是群樟烤烟，晒烟之良地。先祖创业
唯艰，，弓I进烟草历萸远久≯英史理鎏珍惜’。。今中共思南县委、县人民
政府编纂《思南县烟草悉’’》“≯j以昌萌举县烟草之历史，铭记列祖列宗
创业之艰难，以为孚孙君健糖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本人时承其

职，竭诚拥护。与局；(。公蜀凌阈惑，认真研究，．贯彻力行。聘请志

士，抽调力量，成立《烟尊志．》编写组。两年来，、编写组成员内查外
考，广征资料，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数易其稿，终成此

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弹东总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锄。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o．以事实为依据，突出地方特点、行业特

点。为了完整保存资料j李着详今略古推陈出新的原则，编成《思南
县烟草志》。由于水平有限，资料不齐，缺点、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各

界志士不吝赐教。值《思南县烟草志》问世之际，撰此数言，聊作是序．
’

王光大‘

一九八七年六月



凡 例

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蠢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一 1．．‘ 、1

二 本志取事，上限不限，，F恨断至l 985年。

三 本志力求反映思南烟草历史和现状，把编纂重点放在烤烟

上，其次是晒烟，同时简略记述了鸦劳烟，’以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点。 奠’?、‘埝i ．

，

．．薛 、

‘

四 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五种黟式，?以志为主体，横排

竖写，纵贯古今。 ’～。

+4

五 本志按照科学分类列章，章下设节。目。

六 本志为方便读者，于章首列“概述’’，简介思南县．百然条

件、农业资源、政区、人口及烟草历史和现状。 ≮：j、．．·1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室)档案、图书馆藏书鬈

历代旧志、文献和有关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编纂时不注明出处。√‘j

八 称谓。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如“明代静、 搿清

代”、～中华民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简称“建国后"。

九 烟草志是专业性志书。除真实地记载历史及现状外，为了当

今利用和后人借鉴，用了一定篇幅记述了烤烟、晒烟的栽培烘烤、”调

制等技术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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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思南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乌江中游地区。地理座标：东经1 07。

52
7

22∥一l 08。27’24∥，北纬27。3 l
7

42"一28。09
7

24'l。东、、南、西、北

四赛，分别与印江、石阡、凤冈、德江等县接壤。

全县划分为1 1个行政区，‘1个区级镇，85个乡，．1个乡级镇，560

个村，461 5个村民组，共有1 1 l 706户，501409人(其中：农业106092

户，474496人)。辖区总面积221 9平方公里，合3328500亩。耕地，习

惯面积为438928亩(其中：田270729亩，土1 681 99亩)。区划测算面

积为1055353亩(其中：．田602790亩，土452563亩、)。
。

县境地势，北部和东缘高，西南及中南低。乌江自西向东北横

贯，将全县划分为东西两部，切割较深，东西两岸均向乌江倾斜。从

乌江水面、各构造盆(谷)地到各隔挡山脉，海拔从342米，逐步上

升至11 500--800米，直至最高峰1 363米。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为主，

岗(盆)地次之，平坝不多，水面很少。

全县土壤以地带性黄壤为主。耕地中，火石沙土占44．9％，扁沙

土占21％，黄沙泥土和黄泥土占1 0．6％。土壤酸碱度适中，酸性土和

碱性土很少，无强酸性土。

本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热。年平均气

温在l 4．3
6

C—l 7．3。C之间。无霜期在227—300天之间。雨量丰富，

千雨季节分明，水热同季，暖湿共节。

本县水资源丰富，现有水电站装机容量为6004千瓦，年发电总量

在l 200万度左右，煤的蕴藏量较丰富，分布也较均匀。



思南县种植晒烟约有300年历史，都是零星栽培，自种自食和地

产地销。烤烟引进才40年历史。民国时期，种植面积未过300亩。比

较正规的烘烤房仅2个，其余是民房改进，烘烤技术不过关，有的未

进行烘烤，当成晒烟调制。民国38年(1 949年)，经过烘烤的烟叶，

数量只有100余担。建国后，省把思南划为棉花重点县，未给烤烟

生产计划，而停止了种植。l953年和1 956年，曾进行恢复种植，都只

种一年，到1 966年再次恢复种植，才逐步发展起来。 “文化大革命”

期间，发展十分缓慢。粉碎“四人帮”后，。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

设上来，思南烤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到1 985年种植面积达50901亩，

总产85279担。
。

思南县烤烟种植尽管起步较晚，．又几经种了停，停了种的波折，

但由于气候、土壤适宜和粉碎“四人帮抑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

视，把烤烟生产列入议事日程，加强了领导，种植面积得到迅速扩

大，单产和质量得到同步提高，被省于1978年列为烤烟计划生产县，

1982年列为31个重点县之一，1984年底，根据种植区划试验结果，划

为烤烟种植最适宜区，1985年底西安全国烤烟种植区划会议上，把思

南划为优质烤烟基地县。



大事 记

光绪六年庚辰 (1 880年)

李用清奏陈遵谕禁种鸦片烟云：光绪三四年(i 877，1 878年-)

大荒之故，祸由鸦片⋯⋯查黔省鸦片··⋯·上游弥山满谷，下游思

南、平越、松桃二府一厅亦与上游无异。 ’．

光绪十二年 丙戌 (1 886年) 。

四川省秀山县人张致铭来思南．半边街(文化街)设厂推制丝

烟。 i；， 一，
+、

宣统二年 康域． (1 91睥)_
。

思南设烟膏局，实行烟土(鸦片烟)统购统销，查禁民间买

卖。， 。

民国6年 丁已 (1 91 7年)

禁种鸦片烟，限期铲除烟酋。 ：‘

民国7年 戌午 (1 91 8年)

本县枪决拒不铲鸦片烟，蓠者6人。县城有大同岩冯××、得胜关

韩××2入，许家坝有田×2．×(绰号福仙和尚)等4入。

民国8年 己未 (I 91 9年)

思南宣布准许种鸦片烟。政府官员从省弄来烟种，以l调羹1元的

价售给农民。并准许烟土自由买卖，规定外运烟土每担(1 oooN)

征税80元。 。

民国1 1年 壬戌 (1 922年)
’

县设“窝捐税”．。即种鸦片烟者，收获干烟土l两交捐款8分。
3



同时将外运烟土税额提高到每担120元。

民国15年丙寅 (1 926年)

改“窝捐税”为“禁烟罚金”，即硬性摊派每户交若干鸦片烟

捐款。

民国24年 乙亥 (1 93 5年)。

县设禁烟督查处和禁烟事务所’，实行烟土统购统销，迫令瘾民

戒烟。

民国25年 丙子 (1 936年)

进行鸦片烟瘾民登记。

民国26年 丁丑 (1 93 7年)

发布禁种鸦片烟令，限期于1i938年禁绝。’

令将40岁以下鸦片烟瘾民送禁烟事务所j1切实旅戒。

民国27年戌寅 (1 938年) ．

江西人左志强来思南用手工卷制香烟。

民国28年 己卯 (1 929年)

湖北人晏绍威来思南开办雪茄烟厂

民国30年 辛已 (1 941年) 、j

6月3日 枪决偷种鸦片烟的王秋二、“杨荣昌。：

7月 晏绍威将雪茄烟厂改为香烟厂0

民国3 1年 壬午 (1 942年)

6月3日 枪决偷开鸦片烟馆的刘万之。。。

民国32年癸未 (1 943年)
‘“

安徽人沈汉三、湖南入杨华瑞先后来思南开办手工卷烟厂。开

初，香烟牌名均为“爱国牌”，后来各自冠上自己的姓名。

民国33年 甲申 (1 944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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