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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涿鹿县烟草专卖局局长 连贞库

《涿鹿县烟草专卖管理志》是一部反映涿鹿县几十年

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的资料性著作。它的成书是涿鹿县烟草专卖管理系统一

项重要成果，值得庆贺，我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盛世修志，志载盛志，该志书是县志编辑部以主编李

怀全同志为主的几名写作人员在本局有关人员配合提供

资料，经过艰苦努力付出了辛勤劳动。无论是编目还是初

稿，都经过反复座谈、研究、探讨、几易其稿。’

《涿鹿县烟草专卖管理志》是以“三个代表’’重要讲

话为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本着实事求

是而编纂的一部志鉴合一的专业志，也是一部专业资料

书。

涿鹿县历史悠久。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

炎帝、蚩尤三大部落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

境内有神农尝百草地村，是烟草的发源地。现今的涿鹿城

和烟草专卖局大楼驻地，西有黄羊山屏护，南有桑干河拱

卫，下广公路由北向南通过，形势天成。在涿鹿这块土地

上进行的黄蚩之战，开拓了华夏的新时期，推动了历史的

新发展。历史曾多少帝王将相、才子英贤挥毫或泼墨成

章，表达对涿鹿的歌颂，向往和热爱。举世闻名的爱国主

义者文天祥挥笔而书：‘‘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黄帝



立此极，玉帛朝诸候。历历关河雁，随风鸣寒秋。迩来三

千年，王气行幽州。"如今涿鹿大地一片生机，改革、开

放、正象春风一样，温暖着华夏子孙心田。我相信，不久

的将来，华夏子孙把故乡建设得更加富绕美丽，中华民族

的发祥地，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这次，新编《涿鹿县烟草专卖管理志》，在编写过程

中，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

笔直书，详今略远，着眼现实，它门类齐全，内容丰富。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作指导，力求做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形式

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略古详今”为原则，远年稍略，近年较

详，立足当代，突出现代。着力反映涿鹿烟草专卖的历史
与现状，以突出时代特点与烟草志特点。

三、本志断限：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上溯有烟

草种植、经营专卖有文字记载或实物、口碑可考；下限一
般止于2002年底。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六种形式，

以志为主体。以时为序，纵贯古今。

五、全书结构：分篇、章、节、目、以文字记述为主，
辅以表、图及照片。 。

六、本志资料来源多由本局档案资料提供；部分由编

写人员从召开座谈会或下乡采访而得。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

并注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

年。用皇帝年号纪年，使用汉字，民国以后纪年使用阿拉
伯数字。

八、人物以本县藉为主，先后排列，以生年为序。

九、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

]



概 述

(一)涿鹿县概况

涿鹿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介于北纬39。40’一40·
39’和东径114·557—115。317之间。东和东北与怀来县

及北京市接壤，南和东南与涞水县相连，西北隔黄羊山与
宣化相望，北同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交界，西和西南与蔚县

毗邻。广43公里，袤90公里，总面积2802平方公里，行

政区划17个乡镇，373个行政村，总人口32．6万人。年

平均气温8．8℃，7月份平均气温23．7℃，全年无霜期

139天，多年平均初霜日期为9月28日，终霜日期为5月

21日，年降水量平均为384．7毫米左右。

(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涿鹿县历史悠久，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发祥地之一。据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

。邑于涿鹿之阿"。悠久的历史给古老的涿鹿留下了丰富

的文物古迹。境内有史书记载的。黄帝崩葬桥山’’的桥山，

有黄帝泉、黄帝城、蚩尤泉、蚩尤坟、定车台等黄帝时代

远古遗迹遗址；有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的百草地村。近年

建筑的炎黄蚩尤三祖堂座落在黄帝泉边。

(三)烟草及烟草种植

烟草，茄科。一年生草本，茎直立，棱形，有圆形、

卵形、心脏形、披针形。传说神农尝百草其中有烟草原始

草的成份，烟草虽然原产热带美州，我国烟草以东北栽培

较多。



涿鹿县吸烟人清中期开始，有水烟、旱烟、卷烟工具

有鼻烟壶、旱烟锅(多为铜头木管玻璃嘴或玉嘴木制烟

斗，到土法卷烟、手工卷即两头拧)，乃至发展机制卷烟。

清未到民国初传进洋烟卷有老刀牌，等后来有本国产哈

德门、顶求牌、仙岛牌、大婴孩、太阳等牌号烟盛行。

涿鹿县从1954年10月开始在新胡庄村栽种，有红花

烟、黄花烟等，按当地老乡说有紫花烟、明叶烟。全村60

多户在院里栽种，到60年代初发展到自留地栽种，面积

约10几亩，每亩产量100斤左右，全村产量一、二千斤，

多为自用，少量到市场销售，当时市场不开放，对有售烟

者被市场管理人员没收称盘或称杆，甚至当资本主义复

辟处理。新胡庄60年代初种花生、葵花、烟叶三大经济

作物，误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去割。1980一1984年，本县的

温泉屯、黑山寺两乡种植烟草面积达百亩以上，种植烟草

的村都建有较为标准的烤烟房和晾晒场所。当地种植的

烟苗20天出圃，一分地栽100棵左右，到农历7月15日

以后开始摘烟叶，、经晾晒(结绳串晒)干以后，有的用火

烤，有的用锅炒，烟叶茎压碎也可以吸用。栽种烟叶用农

家肥，或放麻糁。烟草多发病有烟草花叶病，俗有称。聋

烟一“青花一病叶黄绿相间，深浅不匀，厚薄不一，畸形。

植株在移栽后染上此病，显著降低产量和品质，甚至绝

收。病在土壤和堆肥的残余病株内，经株汁液接触或蚜传

染。发生此病，本村烟民采取避免连作，培育壮苗，清除

病苗(一般火燃)，防止移植时接触传染，彻底除灭，培

育抗病品种。另一种常发病有烟草黑胫病，当地烟民称之

为‘‘黑根病一“腰烂"。烟苗病株根部腐烂变黑后，向上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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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叶自下而上枯萎或腐烂。叶片上也能发生黑褐色病

斑，能迅速借风雨传染，使成片烟株死亡。本村针对此病

采取选用抗病品种，作畦和排水，实行轮作，清除病株，

喷洒敌克桦药剂。

至今该村陈秀院中还在种植烟叶专供自用。

(四)烟具加工及销售量
。

本县新胡庄在60年代初，张震、张清瑞、陈秀等人

曾加工木制烟锅用具。首先采购木材后手工破木制成烟

锅雏形，经过打眼，刨光．上色即可成品，每年利用冬季

或空闲时间，加工木烟锅工具1000多个，3年多时间共制

做烟具4000多枚，每枚售四、五角钱，一般不零售；与

县供销社签定合同，后因机制烟畅销和经济的发展，用烟

具吸烟的烟民越来越少，张震烟具厂也停办了。

有关烟草书籍，笔者曾读过清陈琮所撰的《烟草谱》，

该书主要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资料而成，包括烟草来历、

种类、栽培技术、加工方法、功用、烟具、吸食弊害，烟

禁及诗赋等，共八卷。此外关于烟草的丛书尚存陆耀《烟

谱》、赵右农《烟经》、王沂著的《清烟录》等。

(／ii)吸烟高寿家族及高寿老人

1、吸烟高寿家族

新胡庄原为怀来县胡庄村，靠近北京市延庆县位于

旧怀来城(卧牛山)东10华里，北临妫水河，原京包铁

路线，1954年10月24日，因建官厅水库，国家给于资助，

集体迁移到涿鹿县五堡乡，相距县城10华里，紧靠大秦

铁路线，全村180多户，80％的户有吸烟者，60％的户有

种烟叶的历史，自清同治(1862年)开始有吸烟习惯，到



民国初年家家有吸烟者或全家吸烟。其典型，比如烟民胡

永福现年84岁从年轻时开始吸烟多为自种烟叶自用，父

亲胡进孝90岁病故，祖父胡奉元95岁病故，均吸烟，其

大伯胡进忠86岁病故。全家三代都为烟民又是吸烟者，

没有一位患癌症，胡进忠烟锅很少离手，他说：。饭后一

袋烟，胜似活神仙"，长的身体魁伟，1966年病故，享年

86岁。病因与吸烟无联系。胡永福吸烟一辈子很少吃药，

不招蚊虫壮胆子，至今还能自食其力养活80岁的老伴。

2、吸烟高寿老人

胡志芳89岁，身体健康从年轻时吸烟，有吸烟史70

多年，至今一天吸半盒烟卷。

经过百名80岁以上人物调查就有75名吸烟者，身体

仍然健康。



目 录

大事记

‘。‘’⋯⋯⋯⋯⋯⋯⋯’‘⋯⋯⋯·⋯⋯⋯··⋯⋯···⋯⋯⋯·⋯··(1)

第一篇机 构

第一章行政机构⋯⋯⋯⋯⋯⋯⋯⋯⋯⋯⋯⋯⋯⋯⋯⋯(20)

第一节民国机构与职能⋯⋯⋯⋯⋯⋯⋯⋯⋯⋯(20)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构与职能⋯⋯⋯⋯(21)

第二章党群机构⋯⋯⋯⋯⋯⋯⋯⋯⋯⋯⋯⋯⋯⋯⋯⋯(26)

第一节共产党组织⋯⋯⋯⋯⋯⋯⋯⋯⋯⋯⋯⋯(26)

第二节党组织重要活动⋯⋯⋯⋯⋯⋯⋯⋯⋯⋯(27)

第三节工会组织⋯⋯⋯⋯⋯⋯⋯⋯⋯⋯⋯⋯⋯⋯(30)

第四节纪检监察⋯⋯⋯⋯⋯⋯⋯⋯⋯⋯⋯⋯⋯⋯(31)

第三章烟草经营销售机构⋯⋯⋯⋯⋯⋯⋯⋯⋯⋯⋯(33)

第一节公司营业楼⋯⋯⋯⋯⋯⋯⋯⋯⋯⋯⋯⋯(33)

第二节卷烟批发门店⋯⋯⋯⋯⋯⋯⋯⋯⋯。(33)

i o



第二篇烟草专卖管理

第一章依法营销⋯⋯⋯⋯⋯⋯⋯⋯⋯⋯⋯⋯⋯⋯⋯⋯(35)

第一节民国时期营销⋯⋯⋯⋯⋯⋯⋯⋯⋯⋯⋯(35)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销⋯⋯⋯⋯⋯⋯⋯⋯(35)

第三节建立执法组织⋯⋯⋯⋯⋯⋯⋯⋯⋯⋯⋯(41)

第二章整顿卷烟市场⋯⋯⋯⋯⋯⋯⋯⋯⋯⋯⋯⋯⋯⋯(42)

第一节整顿卷烟销售渠道⋯⋯⋯⋯⋯⋯⋯⋯⋯(42)

第二节张贴仿伪标记⋯⋯⋯⋯⋯⋯⋯⋯⋯⋯⋯(44)

第三节建立领导小组协调联动⋯⋯⋯⋯⋯(47)

第四节执法专卖⋯⋯⋯⋯⋯⋯⋯⋯⋯⋯⋯⋯⋯⋯(51)

第三章企业经营⋯⋯⋯⋯⋯⋯⋯⋯⋯⋯⋯⋯⋯⋯⋯⋯(58)

第一节一轮承包⋯⋯⋯⋯⋯⋯⋯⋯⋯⋯⋯⋯⋯⋯(58)

第二节二轮企业承包⋯⋯⋯⋯⋯⋯⋯⋯⋯⋯⋯(59)

第三节企业经营⋯⋯⋯⋯⋯⋯⋯⋯⋯⋯⋯⋯⋯⋯(60)

第三篇网络建设

第一章网络组织⋯⋯⋯⋯⋯⋯⋯⋯⋯⋯⋯⋯⋯⋯⋯⋯(62)

第一节机构建设⋯⋯⋯⋯⋯⋯⋯⋯⋯⋯⋯⋯⋯⋯(62)

第二节网络制度⋯⋯⋯⋯⋯⋯⋯⋯⋯⋯⋯⋯⋯⋯(65)

第二章网络管理⋯⋯⋯⋯⋯⋯⋯⋯⋯⋯⋯⋯⋯⋯⋯⋯(67)

第一节财务管理⋯⋯⋯⋯⋯⋯⋯⋯⋯⋯⋯⋯⋯⋯(67)

第二节商品管理⋯⋯⋯⋯⋯⋯⋯⋯⋯⋯⋯⋯⋯⋯(68)

第三节安全保卫管理⋯⋯⋯⋯⋯⋯⋯⋯⋯⋯⋯(68)

第四节网络管理⋯⋯⋯⋯⋯⋯⋯⋯⋯⋯⋯⋯⋯⋯(69)



第四篇建章立制

第一章工作制度⋯⋯⋯⋯⋯⋯⋯⋯⋯⋯⋯⋯⋯⋯⋯”(74)

第一节制 度⋯⋯⋯⋯⋯⋯⋯⋯⋯⋯⋯⋯⋯⋯(74)

第二节审计制度⋯⋯⋯⋯⋯⋯⋯⋯⋯⋯⋯⋯⋯⋯(75)

第三节仓储制度⋯⋯⋯⋯⋯⋯⋯⋯⋯⋯⋯⋯⋯⋯(78)

第四节纪检制度⋯⋯⋯⋯⋯⋯⋯⋯⋯⋯⋯⋯⋯⋯(80)

第二章奖惩制度⋯⋯⋯⋯⋯⋯⋯⋯⋯⋯⋯⋯⋯⋯⋯⋯(80)

第一节 奖 励⋯⋯⋯⋯⋯⋯⋯⋯⋯⋯⋯⋯⋯⋯(80)

第二节处 罚⋯⋯⋯⋯⋯⋯⋯⋯⋯⋯⋯⋯⋯⋯(83)

第五篇档案管理

第一章管理制度⋯⋯⋯⋯⋯⋯⋯⋯⋯⋯⋯⋯⋯⋯⋯⋯(84)

第一节管理组织⋯⋯⋯⋯⋯⋯⋯⋯⋯⋯⋯⋯⋯⋯(84)

第二节管理制度⋯⋯⋯⋯⋯⋯⋯⋯⋯⋯⋯⋯⋯⋯(86)

第二章档案分类⋯⋯⋯⋯⋯⋯⋯⋯⋯⋯⋯⋯⋯⋯⋯⋯(92)

第一节归档范围时间⋯⋯⋯⋯⋯⋯⋯⋯⋯⋯⋯(92)

第二节涿鹿县烟草专卖局全宗介绍⋯⋯⋯⋯(93)

第三节档案分类⋯⋯⋯⋯⋯⋯⋯⋯⋯⋯⋯⋯⋯⋯(98)

第四节文书档案⋯⋯⋯⋯⋯⋯⋯⋯⋯⋯⋯⋯⋯(105)

第五节会计档案⋯⋯⋯⋯⋯⋯⋯⋯⋯⋯⋯⋯⋯(106)

第六节基建档案⋯⋯⋯⋯⋯⋯⋯⋯⋯⋯⋯⋯⋯(106)

第三章档案利用⋯⋯⋯⋯⋯⋯⋯⋯⋯⋯⋯⋯⋯⋯⋯(109)

第一节利用效果⋯⋯⋯⋯⋯⋯⋯⋯⋯⋯⋯⋯⋯(109)



第二节档案规划⋯⋯⋯⋯-⋯⋯⋯⋯⋯⋯⋯⋯(113)

第六篇附 录

第一节档案立卷说明⋯⋯⋯⋯⋯⋯⋯⋯⋯⋯⋯(118)

第二节基本建设⋯⋯⋯⋯⋯⋯⋯⋯⋯⋯¨⋯⋯(120)

后 记⋯⋯⋯⋯⋯⋯⋯⋯⋯⋯⋯⋯⋯⋯⋯⋯⋯(13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