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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铜仁地区志·烟草志》历经两年，广集资料，精心编纂，终集大成，即将付梓。这是全

区烟草系统广大职工和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铜仁烟草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

一件大事，它填补了我区无烟草志的空白。

该志是《铜仁地区志》中的又一部专志。它记述了全区烟草近400年的史实，尤其是

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20年来铜仁地区烟草业在曲折中蓬勃发展的经历，志内所载烟

草农业、烟草工业、烟草商业、烟草科技、烟草管理的诸多内容，具有较强的资料性、科学性

和町读性，具有存史、资治和育人的重要作用。

铜仁地区的烤烟生产可上溯到解放前。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重视烤烟生产，特别是

铜仁地区烟草专卖局、贵州省烟草公司铜仁分公司成立后，在地委、行署领导下，铜仁地区

的烤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产量从建国初期的107担增加到现在的近6()万担；至90年

代，已成为贵州省第三大产烟地区、全国31家主产区之一。

“两烟”生产经营在全区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多年培育，已成为铜仁地区

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从1984年至2002年，全区烟

草累计纳税达11亿多元，其中，除其他税种纳税外，仅农特税累计纳4亿多元，烟叶税累

计纳2亿多元，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备受各级政府和公众的关

注。烟草行业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地委、行署和省烟草公司的领导下，将继续为全区的烟

草发展和富民兴铜大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本志的出版，能为政府和有关机构决策和研究发展战略提供可信依据，为业内人士了

解、熟悉烟草行业情况和借鉴历史经验提供颇有价值的资料。但由于尚属首举，编纂人员

虽数易其稿，也难免有缺、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企望后人续修补正。谨此为序。

中共铜仁地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戴振华

2004年10月25日



记忆留住历史 心灵感悟未来
——不是序的序

我不是作序的人，因为不是名人。也不是作序的料，因为才疏学浅，从来没有搞过

“序”一类的玩艺儿。作者们硬要把我这不伦不类的人放在炉火上烤，恐怕也只能“烤”出

个不伦不类的“料理”来，顶多只能叫做“不是序的序”了。

金秋时节，正是烟农们用一捆捆金色的烟叶换回一把把钞票的时候，那一张张脸上虽

然淌着汗水，眉梢上却挂满了喜悦。这是农耕者们的喜悦。

同样的时节，文思中、舒敏言、张著直、李国民们也“收获”了《铜仁地区志·烟草志》。

他们在长舒一口气后，脸上也绽出一丝辛勤笔耕后那种满足的喜悦。这喜悦，包含着对前

人、对后人、对社会又尽了一份责任；包含着填补了铜仁地区无烟草志的空白⋯⋯这是我

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喜悦。

我的烟草同仁们在捧读这本志书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浓缩其中的精华，自己也有一

份，或添了一砖，或加了一瓦，为自己无愧于共和困烟草大厦的建设者而自豪。因为没有

理由不自豪。曾记否?烤烟总产量从解放初的107担发展到现在的近60万担，成为全国

30个重点产区之一；与英美公司开展技术合作5年多，使“土包子”与“高鼻子”们一起欢

声笑语在田问地头；与美国大陆公司合作，使松桃苗岭山寨的白肋烟漂洋过海，成为日本

名烟“柔和七星”不可或缺的配方；想当初，苗家兄弟姐妹们见到高鼻子，大个头“洋人”时

的那种神情，如今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洋人”们来得多了，也就司空见惯了。烟厂副厂长

聂迪华带着他的部下们，尾随满载着“利发”牌卷烟的列车，前往俄罗斯，也唱了回“在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至此，故去的可以瞑目于九泉，离岗的可以慰藉于延年，在岗的更加奋

发于美好的明天。这是饱尝人间酸、甜、苦、辣后烟草人的喜悦。

一批党政官员们也有自己的喜悦。15年前，时任专员的梁学义喊出“吃粮抓‘两杂’，

用钱抓‘两烟”’的口号，振奋了黔东人民。时下，“两烟”为财政创收2亿多元，烤烟为烟农

创收2亿多元，已梦想成真。自他以后的历任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特别是历任分管副专

员如周光清、汤顺声、余士良、戴振华、杨安民等以及数不清的被人们称为“烟书记”、“烟县

长”、“烟乡长”的官员们，足迹遍布高山峡谷和四野八荒，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支柱产业逐

步长大做强，也时常吐露出潜藏在危机意识中的喜悦。这是运筹帷幄者“造福一方”后的

喜悦。

不错，还有不少人群的喜悦。每年烤烟用肥近4万吨，为化肥厂提供了稳定的市场；

需农、地膜0．5万吨，使塑料厂的机器不停运转；需烤烟用煤10万吨，使地下资源转化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财源税源；每年运输烤烟、卷烟、煤炭、化肥、农地膜按每车10吨计算，至少也要2万车次。

这能不使就业者喜、业主们更喜么?

由于烟区烧煤，农民不再砍树木，不再刨草根，不再挖树篼，石漠化的道道山梁又披上

了绿装。连青草绿树也“喜”起来了。

真可谓皆大欢喜。然而，这些喜，毕竟已从我们身后流逝。我们面对的只是前方和未

来。未来的路没有尽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也将无止境地伴随着我们。无情

的竞争，无穷的追求，无尽的拼搏，这丝毫不比沙场上的厮杀逊色!

未来，我们头上悬着两柄犀利之剑。一柄握在烟农手中。烟农是支撑烟草大厦的基

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弄不好就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情为烟农所系，利为烟农所

谋，尽快把烟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繁琐的技术环节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们烟草人的历

史责任。另一柄握在市场手中。市场不相信111ili'171，不同情弱者。永远不该忘记：市场可以

不要我，我不可以不要市场。质量是市场竞争永恒的主题，价格是质量价值的货币表现，

诚信是立足市场的根基。同质时价廉者胜，同价时质优者胜，同质同价时诚信者胜。为烟

农、为市场提供日臻完善的个性化、优质化服务，这是我们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的追求。切

记，不要让这两柄高悬的利剑掉在头上!

规避利剑掉下来的最好途径，就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依托梵净山这片灵山秀水，

这块风水宝地，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型“梵净山”品牌的烟叶，用我们的执著和勤奋

把企业建没成为学习型、诚信型、效益型和对社会富有高度责任感的企业。

未来，是一条永无休止的开拓创新之路。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生产方式和科学技

术的创新，劳动工具和生产技能的创新，调制工具和调制功能的创新，以及品种品牌的创

新等等，都要在降焦减害和科学发展观方面出实招、图实效。毫无疑问，未来的路，只能是

一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社会规律的康庄大道。要让人们担

心的“夕阳产业”永远充满生机，永远如同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

组织编写这部志书，意在“资治、存史、教化”，用文字记载历史。由于编者们的辛勤笔

耕，洋洋60余万字已跃然纸上。这本志书所记的内容、体例和它记载的史实一样，不可能

尽善尽美，只好用“褒贬自有春秋、俯仰无愧天地”来聊以自慰了。

让我们用美好的未来去书写《铜仁地区志·烟草志》的续篇吧。

记忆留住历史，心灵感悟未来。

掩卷长思，有感而发。虽离为本志作序要求甚远，但情感真实，权当作不是“序”的

序了。

霎艨鼢蔫赫雪星量⋯记一贵州省烟草公司铜仁分公司经理几3”“9¨。

200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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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铜仁地区志·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全面记

述铜仁地区烟草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是《铜仁地区志》的一部专志。上起明万历年问，下讫2002年12月。个别史

实适当后延。

三、本志纪年，明、清用旧纪年括注公元，民国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设5篇29章86节。在编排上作如下处

理： ．

(一)坚持明古洋今原则，以记烟草农业、烟草工业、烟草商业、烟荸科技、烟草管理这

五大篇的相关内容来反映全区烟草事业发展的全貌，力求全面记述自铜仁地区煳草专卖

局成立以后近20年全区烟草业发展的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个别材料作附处理，如品种、简介(况)、图、表等。有的章下附，有的篇末附。

(三)对获省以上表彰和获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列名单介绍，领导人员录地区科级以

上和各县县局级以上。

五、本志在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同时，保留“亩、担、箱、件、条、盒、支”等习惯使用

的计量单位。

六、本志对名称在首次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外，以后用简称，以避免文字冗长。

七、本志表中所用数据和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地区烟草局、各县烟草局和铜仁卷烟

厂以及省、地专志、各县县志等有关资料，所用资料原则上不注明出处。



目 录

目 录

概j鲞⋯⋯⋯⋯⋯⋯⋯⋯⋯⋯⋯⋯⋯⋯⋯⋯⋯⋯⋯⋯⋯⋯⋯⋯⋯⋯⋯⋯⋯⋯⋯⋯⋯⋯(1)

大事记⋯⋯⋯⋯⋯⋯⋯⋯⋯⋯⋯⋯⋯⋯⋯⋯⋯⋯⋯⋯⋯⋯⋯⋯⋯⋯⋯⋯⋯⋯⋯⋯⋯(9)

第一篇烟草农业

第一章烤烟生产条件⋯⋯⋯⋯⋯⋯⋯⋯⋯⋯⋯⋯⋯⋯⋯⋯⋯⋯⋯⋯⋯⋯⋯⋯⋯(32)

第一节地貌⋯⋯⋯⋯⋯⋯⋯⋯⋯⋯⋯⋯⋯⋯⋯⋯⋯⋯⋯⋯⋯⋯⋯⋯⋯⋯⋯(32)

第二节气候⋯⋯⋯⋯⋯⋯⋯⋯⋯⋯⋯⋯⋯⋯⋯⋯⋯⋯⋯⋯⋯⋯⋯⋯⋯⋯⋯(34)

第三节土壤⋯⋯⋯⋯⋯⋯⋯⋯⋯⋯⋯⋯⋯⋯⋯⋯⋯⋯⋯⋯⋯⋯⋯⋯⋯⋯⋯(41)

第四节肥源、煤炭⋯⋯⋯⋯⋯⋯⋯⋯⋯⋯⋯⋯⋯⋯⋯⋯⋯⋯⋯⋯⋯⋯⋯⋯⋯(46)

第二章烤烟生产沿革⋯⋯⋯⋯⋯⋯⋯⋯⋯⋯⋯⋯⋯⋯⋯⋯⋯⋯⋯⋯⋯⋯⋯⋯⋯(48)

第一节引种⋯⋯⋯⋯⋯⋯⋯⋯⋯⋯⋯⋯⋯⋯⋯⋯⋯⋯⋯⋯⋯⋯⋯⋯⋯⋯⋯(48)

第二节发展⋯⋯⋯⋯⋯⋯⋯⋯⋯⋯⋯⋯⋯⋯⋯⋯⋯⋯⋯⋯⋯⋯⋯⋯⋯⋯⋯(49)

附：1984～2002年铜仁地区烤烟产量示意图⋯⋯⋯⋯⋯⋯⋯⋯⋯⋯⋯⋯⋯⋯(62)

第三节种植区域⋯⋯⋯⋯⋯⋯⋯⋯⋯⋯⋯⋯⋯⋯⋯⋯⋯⋯⋯⋯⋯⋯⋯⋯⋯(63)

第三章烤烟品种⋯⋯⋯⋯⋯⋯⋯⋯⋯⋯⋯⋯⋯⋯⋯⋯⋯⋯⋯⋯⋯⋯⋯⋯⋯⋯⋯(67)

第一节品种引进及演变⋯⋯⋯⋯⋯⋯⋯⋯⋯⋯⋯⋯⋯⋯⋯⋯⋯⋯⋯⋯⋯⋯(67)

第二节引种试验研究⋯⋯⋯⋯⋯⋯⋯⋯⋯⋯⋯⋯⋯⋯⋯⋯⋯⋯⋯⋯⋯⋯⋯(70)

第三节良种繁育⋯⋯⋯⋯⋯⋯⋯⋯⋯⋯⋯⋯⋯⋯⋯⋯⋯⋯⋯⋯⋯⋯⋯⋯⋯(72)

第四节主要品种⋯⋯⋯⋯⋯⋯⋯⋯⋯⋯⋯⋯⋯⋯⋯⋯⋯⋯⋯⋯⋯⋯⋯⋯⋯(77)

第四章烤烟栽培⋯⋯⋯⋯⋯⋯⋯⋯⋯⋯⋯⋯⋯⋯⋯⋯⋯⋯⋯⋯⋯⋯⋯⋯⋯⋯⋯(81)

第一节耕作制度⋯⋯⋯⋯⋯⋯⋯⋯⋯⋯⋯⋯⋯⋯⋯⋯⋯⋯⋯⋯⋯⋯⋯⋯⋯(82)

第二节育苗⋯⋯⋯⋯⋯⋯⋯⋯⋯⋯⋯⋯⋯⋯⋯⋯⋯⋯⋯⋯⋯⋯⋯⋯⋯⋯⋯(84)

第三节移栽⋯⋯⋯⋯⋯⋯⋯⋯⋯⋯⋯⋯⋯⋯⋯⋯⋯⋯⋯⋯⋯⋯⋯⋯⋯⋯⋯(88)

第四节施肥技术⋯⋯⋯⋯⋯⋯⋯⋯⋯⋯⋯⋯⋯⋯⋯⋯⋯⋯⋯⋯⋯⋯⋯⋯⋯(93)

第五节病虫草害防治⋯⋯⋯⋯⋯⋯⋯⋯⋯⋯⋯⋯⋯⋯⋯⋯⋯⋯⋯⋯⋯⋯⋯(96)

第六节田间管理⋯⋯⋯⋯⋯⋯⋯⋯⋯⋯⋯⋯⋯⋯⋯⋯⋯⋯⋯⋯⋯⋯⋯⋯⋯(113)

第五章烤烟调制⋯⋯⋯⋯⋯⋯⋯⋯⋯⋯⋯⋯⋯⋯⋯⋯⋯⋯⋯⋯⋯⋯⋯⋯⋯⋯⋯(115)

第一节烤房⋯⋯⋯⋯⋯⋯⋯⋯⋯⋯⋯⋯⋯⋯⋯⋯⋯⋯⋯⋯⋯⋯⋯⋯⋯⋯⋯(115)

第二节成熟采收⋯⋯⋯⋯⋯⋯⋯⋯⋯⋯⋯⋯⋯⋯⋯⋯⋯⋯⋯⋯⋯⋯⋯⋯⋯(128)

第三节调制加工⋯⋯⋯⋯⋯⋯⋯⋯⋯⋯⋯⋯⋯⋯⋯⋯⋯⋯⋯⋯⋯⋯⋯⋯⋯(130)

一1

Z午
I



铜仁地区志·烟草志

第六章烤烟区划与布局⋯⋯⋯⋯⋯⋯⋯⋯⋯⋯⋯⋯⋯⋯⋯⋯⋯⋯⋯⋯⋯⋯⋯⋯

第一节烤烟生态区划⋯⋯⋯⋯⋯⋯⋯⋯⋯⋯⋯⋯⋯⋯⋯⋯⋯⋯⋯⋯⋯⋯⋯

第二节烟草种植布局⋯⋯⋯⋯⋯⋯⋯⋯⋯⋯⋯⋯⋯⋯⋯⋯⋯⋯⋯⋯⋯⋯⋯

第七章晾晒烟生产⋯⋯⋯⋯⋯⋯⋯⋯⋯⋯⋯⋯⋯⋯⋯⋯⋯⋯⋯⋯⋯⋯⋯⋯⋯⋯

第一节白肋烟生产⋯⋯⋯⋯⋯⋯⋯⋯⋯⋯⋯⋯⋯⋯⋯⋯⋯⋯⋯⋯⋯⋯⋯⋯

第二节晒烟生产⋯⋯⋯⋯⋯⋯⋯⋯⋯⋯⋯⋯⋯⋯⋯⋯⋯⋯⋯⋯⋯⋯⋯⋯⋯

第二篇烟草工业

(133)

(133)

(136)

(139)

(139)

(144)

第一章烟叶复烤⋯⋯⋯⋯⋯⋯⋯⋯⋯⋯⋯⋯⋯⋯⋯⋯⋯⋯⋯⋯⋯⋯⋯⋯⋯⋯⋯(149)

第一节复烤工业企业⋯⋯⋯⋯⋯⋯⋯⋯⋯⋯⋯⋯⋯⋯⋯⋯⋯⋯⋯⋯⋯⋯⋯(150)

第二节复烤工艺及设备⋯⋯⋯⋯⋯⋯⋯⋯⋯⋯⋯⋯⋯⋯⋯⋯⋯⋯⋯⋯⋯⋯(154)

第三节技术经济状况⋯⋯⋯⋯⋯⋯⋯⋯⋯⋯⋯⋯⋯⋯⋯⋯⋯⋯⋯⋯⋯⋯⋯(160)

附：铜仁烟叶复烤厂简介⋯⋯⋯⋯⋯⋯⋯⋯⋯⋯⋯⋯⋯⋯⋯⋯⋯⋯⋯⋯⋯⋯(163)

第二章丝烟、雪茄烟⋯⋯⋯⋯⋯⋯⋯⋯⋯⋯⋯⋯⋯⋯⋯⋯⋯⋯⋯⋯⋯⋯⋯⋯⋯(164)

第一节丝烟⋯⋯⋯⋯⋯⋯⋯⋯⋯⋯⋯⋯⋯⋯⋯⋯⋯⋯⋯⋯⋯⋯⋯⋯⋯⋯⋯(165)

第二节雪茄烟⋯⋯⋯⋯⋯⋯⋯⋯⋯⋯⋯⋯⋯⋯⋯⋯⋯⋯⋯⋯⋯⋯⋯⋯⋯⋯(166)

第三章卷烟生产沿革⋯⋯⋯⋯⋯⋯⋯⋯⋯⋯⋯⋯⋯⋯⋯⋯⋯⋯⋯⋯⋯⋯⋯⋯⋯(170)

第一节手工卷烟⋯⋯⋯⋯⋯⋯⋯⋯⋯⋯⋯⋯⋯⋯⋯⋯⋯⋯⋯⋯⋯⋯⋯⋯⋯(170)

第二节机制卷烟⋯⋯⋯⋯⋯⋯⋯⋯⋯⋯⋯⋯⋯⋯⋯⋯⋯⋯⋯⋯⋯⋯⋯⋯⋯(171)

附：铜仁卷烟厂简介⋯⋯⋯⋯⋯⋯⋯⋯⋯⋯⋯⋯⋯⋯⋯⋯⋯⋯⋯⋯⋯⋯⋯⋯(176)

第四章卷烟原料辅料⋯⋯⋯⋯⋯⋯⋯⋯⋯⋯⋯⋯⋯⋯⋯⋯⋯⋯⋯⋯⋯⋯⋯⋯⋯(180)

第一节原料⋯⋯⋯⋯⋯⋯⋯⋯⋯⋯⋯⋯⋯⋯⋯⋯⋯⋯⋯⋯⋯⋯⋯⋯⋯⋯⋯(180)

第二节辅料⋯⋯⋯⋯⋯⋯⋯⋯⋯⋯⋯⋯⋯⋯⋯⋯⋯⋯⋯⋯⋯⋯⋯⋯⋯⋯⋯(182)

第五章卷烟工艺⋯⋯⋯⋯⋯⋯⋯⋯⋯⋯⋯⋯⋯⋯⋯⋯⋯⋯⋯⋯⋯⋯⋯⋯⋯⋯⋯(184)

第一节发酵、配方、制丝⋯⋯⋯⋯⋯⋯⋯⋯⋯⋯⋯⋯⋯⋯⋯⋯⋯⋯⋯⋯⋯⋯(184)

第二节卷制、接嘴、包装⋯⋯⋯⋯⋯⋯⋯⋯⋯⋯⋯⋯⋯⋯⋯⋯⋯⋯⋯⋯⋯⋯(188)

第三节工艺流程及主要规程⋯⋯⋯⋯⋯⋯⋯⋯⋯⋯⋯⋯⋯⋯⋯⋯⋯⋯⋯⋯(189)

第六章卷烟生产设备⋯⋯⋯⋯⋯⋯⋯⋯⋯⋯⋯⋯⋯⋯⋯⋯⋯⋯⋯⋯⋯⋯⋯⋯⋯(192)

第一节制丝设备⋯⋯⋯⋯⋯⋯⋯⋯⋯⋯⋯⋯⋯⋯⋯⋯⋯⋯⋯⋯⋯⋯⋯⋯⋯(192)

第二节卷烟设备⋯⋯⋯⋯⋯⋯⋯⋯⋯⋯⋯⋯⋯⋯⋯⋯⋯⋯⋯⋯⋯⋯⋯⋯⋯(193)

第三节包装设备⋯⋯⋯⋯⋯⋯⋯⋯⋯⋯⋯⋯⋯⋯⋯⋯⋯⋯⋯⋯⋯⋯⋯⋯⋯(194)

第七章烟草制品⋯⋯⋯⋯⋯⋯⋯⋯⋯⋯⋯⋯⋯⋯⋯⋯⋯⋯⋯⋯⋯⋯⋯⋯⋯⋯⋯(197)

第一节品牌⋯⋯⋯⋯⋯⋯⋯⋯⋯⋯⋯⋯⋯⋯⋯⋯⋯⋯⋯⋯⋯⋯⋯⋯⋯⋯⋯(197)

附：主要产品简介⋯⋯⋯⋯⋯⋯⋯⋯⋯⋯⋯⋯⋯⋯⋯⋯⋯⋯⋯⋯⋯⋯⋯⋯⋯(203)

第二节质量⋯⋯⋯⋯⋯⋯⋯⋯⋯⋯⋯⋯⋯⋯⋯⋯⋯⋯⋯⋯⋯⋯⋯⋯⋯⋯⋯(204)

一2一



目 录

第三篇烟草商业

第一章烟草经营体制⋯⋯⋯⋯⋯⋯⋯⋯⋯⋯⋯⋯⋯⋯⋯⋯⋯⋯⋯⋯⋯⋯⋯⋯⋯(207)

第一节烤烟经营体制⋯⋯⋯⋯⋯⋯⋯⋯⋯⋯⋯⋯⋯⋯⋯⋯⋯⋯⋯⋯⋯⋯⋯(207)

第二节卷烟经营体制⋯⋯⋯⋯⋯⋯⋯⋯⋯⋯⋯⋯⋯⋯⋯⋯⋯⋯⋯⋯⋯⋯⋯(209)

第二章烤烟经营⋯⋯⋯⋯⋯⋯⋯⋯⋯⋯⋯⋯⋯⋯⋯⋯⋯⋯⋯⋯⋯⋯⋯⋯⋯⋯⋯(212)

第一节烤烟收购⋯⋯⋯⋯⋯⋯⋯⋯⋯⋯⋯⋯⋯⋯⋯⋯⋯⋯⋯⋯⋯⋯⋯⋯⋯(212)

第二节烤烟销售⋯⋯⋯⋯⋯⋯⋯⋯⋯⋯⋯⋯⋯⋯⋯⋯⋯⋯⋯⋯⋯⋯⋯⋯⋯(262)

第三章卷烟经营⋯⋯⋯⋯⋯⋯⋯⋯⋯⋯⋯⋯⋯⋯⋯⋯⋯⋯⋯⋯⋯⋯⋯⋯⋯⋯⋯(277)

第一节卷烟购进⋯⋯⋯⋯⋯⋯⋯⋯⋯⋯⋯⋯⋯⋯⋯⋯⋯⋯⋯⋯⋯⋯⋯⋯⋯(277)

第二节卷烟销售⋯⋯⋯⋯⋯⋯⋯⋯⋯⋯⋯⋯⋯⋯⋯⋯⋯⋯⋯⋯⋯⋯⋯⋯⋯(284)

第三节卷烟价格⋯⋯⋯⋯⋯⋯⋯⋯⋯⋯⋯⋯⋯⋯⋯⋯⋯⋯⋯⋯⋯⋯⋯⋯⋯(298)

第四节卷烟销售网建与仓储⋯⋯⋯⋯⋯⋯⋯⋯⋯⋯⋯⋯⋯⋯⋯⋯⋯⋯⋯⋯(315)

第四章烟草纳税⋯⋯⋯⋯⋯⋯⋯⋯⋯⋯⋯⋯⋯⋯⋯⋯⋯⋯⋯⋯⋯⋯⋯⋯⋯⋯⋯(328)

第一节解放前烟税⋯⋯⋯⋯⋯⋯⋯⋯⋯⋯⋯⋯⋯⋯⋯⋯⋯⋯⋯⋯⋯⋯⋯⋯(328)

第二节解放后烟税⋯⋯⋯⋯⋯⋯⋯⋯⋯⋯⋯⋯⋯⋯⋯⋯⋯⋯⋯⋯⋯⋯⋯⋯(329)

第四篇烟草科技

第一章科技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科技机构⋯⋯⋯⋯⋯⋯⋯⋯⋯⋯⋯⋯⋯⋯⋯⋯⋯⋯⋯⋯⋯⋯⋯⋯⋯

第二节科技队伍⋯⋯⋯⋯⋯⋯⋯⋯⋯⋯⋯⋯⋯⋯⋯⋯⋯⋯⋯⋯⋯⋯⋯⋯⋯

第二章烟草农业科技⋯⋯⋯⋯⋯⋯⋯⋯⋯⋯⋯⋯⋯⋯⋯⋯⋯⋯⋯⋯⋯⋯⋯⋯⋯

第一节科技活动⋯⋯⋯⋯⋯⋯⋯⋯⋯⋯⋯⋯⋯⋯⋯⋯⋯⋯⋯⋯⋯⋯⋯⋯⋯

第二节学术活动⋯⋯⋯⋯⋯⋯⋯⋯⋯⋯⋯⋯⋯⋯⋯⋯⋯⋯⋯⋯⋯⋯⋯⋯⋯

第三节优质烟基地建设⋯⋯⋯⋯⋯⋯⋯⋯⋯⋯⋯⋯⋯⋯⋯⋯⋯⋯⋯⋯⋯⋯

第三章烟草工业科技⋯⋯⋯⋯⋯⋯⋯⋯⋯⋯⋯⋯⋯⋯⋯⋯⋯⋯⋯⋯⋯⋯⋯⋯⋯

第一节科技活动⋯⋯⋯⋯⋯⋯⋯⋯⋯⋯⋯⋯⋯⋯⋯⋯⋯⋯⋯⋯⋯⋯⋯⋯⋯

第二节标准化与质量监测⋯⋯⋯⋯⋯⋯⋯⋯⋯⋯⋯⋯⋯⋯⋯⋯⋯⋯⋯⋯⋯

第三节烟草工业技术改造⋯⋯⋯⋯⋯⋯⋯⋯⋯⋯⋯⋯⋯⋯⋯⋯⋯⋯⋯⋯⋯

第五篇烟草管理

第一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地设机构⋯⋯⋯⋯⋯⋯⋯⋯⋯⋯⋯⋯⋯⋯⋯⋯⋯⋯⋯⋯⋯⋯⋯⋯⋯

一3

、，、，＼，、，、，、，、，、，、，、，、，

7

7

8

9

9

1

4

9

9

5

7

3

3

3

3

3

5

5

5

5

6

6

3

3

3

3

3

3

3

3

3

3

3／k／L，L／k，L／L，L，L，L，L／L

、、Z

9

9卯卯

一



铜仁地区志·烟草志

第二节县(市、特区)没机构⋯⋯⋯⋯⋯⋯⋯⋯⋯⋯⋯⋯⋯⋯⋯⋯⋯⋯⋯⋯

第三节乡(镇)设机构⋯⋯⋯⋯⋯⋯⋯⋯⋯⋯⋯⋯⋯⋯⋯⋯⋯⋯⋯⋯⋯⋯⋯

第二章管理模式⋯⋯⋯⋯⋯⋯⋯⋯⋯⋯⋯⋯⋯⋯⋯⋯⋯⋯⋯⋯⋯⋯⋯⋯⋯⋯⋯

第一节行政管理⋯⋯⋯⋯⋯⋯⋯⋯⋯⋯⋯⋯⋯⋯⋯⋯⋯⋯⋯⋯⋯⋯⋯⋯⋯

第二节经营管理⋯⋯⋯⋯⋯⋯⋯⋯⋯⋯⋯⋯⋯⋯⋯⋯⋯⋯⋯⋯⋯⋯⋯⋯⋯

第三章烟草专卖⋯⋯⋯⋯⋯⋯⋯⋯⋯⋯⋯⋯⋯⋯⋯⋯⋯⋯⋯⋯⋯⋯⋯⋯⋯⋯⋯

第一节专卖执法队伍⋯⋯⋯⋯⋯⋯⋯⋯⋯⋯⋯⋯⋯⋯⋯⋯⋯⋯⋯⋯⋯⋯⋯

第二节专卖许可证及准运证的管理⋯⋯⋯⋯⋯⋯⋯⋯⋯⋯⋯⋯⋯⋯⋯⋯⋯

第三节专卖行政执法⋯⋯⋯⋯⋯⋯⋯⋯⋯⋯⋯⋯⋯⋯⋯⋯⋯⋯⋯⋯⋯⋯⋯

第四章人事劳资⋯⋯⋯⋯⋯⋯⋯⋯⋯⋯⋯⋯⋯⋯⋯⋯⋯⋯⋯⋯⋯⋯⋯⋯⋯⋯⋯

第一节干部管理⋯⋯⋯⋯⋯⋯⋯⋯⋯⋯⋯⋯⋯⋯⋯⋯⋯⋯⋯⋯⋯⋯⋯⋯⋯

第二节劳动工资⋯⋯⋯⋯⋯⋯⋯⋯⋯⋯⋯⋯⋯⋯⋯⋯⋯⋯⋯⋯⋯⋯⋯⋯⋯

第五章财务管理⋯⋯⋯⋯⋯⋯⋯⋯⋯⋯⋯⋯⋯⋯⋯⋯⋯⋯⋯⋯⋯⋯⋯⋯⋯⋯⋯

第一节管理体制⋯⋯⋯⋯⋯⋯⋯⋯⋯⋯⋯⋯⋯⋯⋯⋯⋯⋯⋯⋯⋯⋯⋯⋯⋯

第二节固定资产管理⋯⋯⋯⋯⋯⋯⋯⋯⋯⋯⋯⋯⋯⋯⋯⋯⋯⋯⋯⋯⋯⋯⋯

第三节流动资金、流动资产及成本费用管理⋯⋯⋯⋯⋯⋯⋯⋯⋯⋯⋯⋯⋯

第四节利润分配体制改革⋯⋯⋯⋯⋯⋯⋯⋯⋯⋯⋯⋯⋯⋯⋯⋯⋯⋯⋯⋯⋯

第五节财务隶属关系⋯⋯⋯⋯⋯⋯⋯⋯⋯⋯⋯⋯⋯⋯⋯⋯⋯⋯⋯⋯⋯⋯⋯

第六节会计基础工作⋯⋯⋯⋯⋯⋯⋯⋯⋯⋯⋯⋯⋯⋯⋯⋯⋯⋯⋯⋯⋯⋯⋯

第六章国有资产管理⋯⋯⋯⋯⋯⋯⋯⋯⋯⋯⋯⋯⋯⋯⋯⋯⋯⋯⋯⋯⋯⋯⋯⋯⋯

第一节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第二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

第三节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O·0 91．．．．⋯⋯⋯⋯⋯⋯⋯⋯⋯

第四节清产核资⋯⋯⋯⋯⋯⋯⋯⋯⋯⋯⋯⋯⋯⋯⋯⋯⋯⋯⋯⋯⋯⋯⋯⋯⋯

第七章信息化管理⋯⋯⋯⋯⋯⋯⋯⋯⋯⋯⋯⋯⋯⋯⋯⋯⋯⋯⋯⋯⋯⋯⋯⋯⋯⋯

第一节信息化网络建设⋯⋯⋯⋯⋯⋯⋯⋯⋯⋯⋯⋯⋯⋯⋯⋯⋯⋯⋯⋯⋯⋯

第二节信息化网络的实施⋯⋯⋯⋯⋯⋯⋯⋯⋯⋯⋯⋯⋯⋯⋯⋯⋯⋯⋯⋯⋯

第三节信息化管理⋯⋯⋯⋯⋯⋯⋯⋯⋯⋯⋯⋯⋯⋯⋯⋯⋯⋯⋯⋯⋯⋯⋯⋯

第八章企业文化⋯⋯⋯⋯⋯⋯⋯⋯⋯⋯⋯⋯⋯⋯⋯⋯⋯⋯⋯⋯⋯⋯⋯⋯⋯⋯⋯

第一节职工教育宣传⋯⋯⋯⋯⋯⋯⋯⋯⋯⋯⋯⋯⋯⋯⋯⋯⋯⋯⋯⋯⋯⋯⋯

第二节创建文明行业⋯⋯⋯⋯⋯⋯⋯⋯⋯⋯⋯⋯⋯⋯⋯⋯⋯⋯⋯⋯⋯⋯⋯

第三节开展文体活动⋯⋯⋯⋯⋯⋯⋯⋯⋯⋯⋯⋯⋯⋯⋯⋯⋯⋯⋯⋯⋯⋯⋯

第四节先进表彰⋯⋯⋯⋯⋯⋯⋯⋯⋯⋯⋯⋯⋯⋯⋯⋯⋯⋯⋯⋯⋯⋯⋯⋯⋯

附

一、章程法规选录⋯⋯⋯⋯⋯⋯⋯⋯⋯⋯⋯⋯⋯⋯⋯⋯⋯⋯⋯⋯⋯⋯⋯⋯⋯⋯⋯(555)

---——4—--——

、，、，、，、，、，、，、，、，、，、，、，、，、，＼，、，、，、，、，、，、，、，、，、，、，、，、，、，、，、，、，、，、，、，

3

3

6

6

7

6

7

0

2

5

6

2

0

0

2

5

7

0

0

3

3

6

8

3

2

2

4

5

8

8

2

3

4

1

3

3

3

4

6

6

7

7

7

7

8

0

0

0

0

0

1

1

1

1

1

1

2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L，L，L／L，L／L／L／L／L，L，L／L／L，L／k／k／k／L，L，L／L／L／L／L／L／L／L／k，L／L／L，L，k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