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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肖克勤

“鉴往知来，莫亟于志”。《陆良县烟草志》付梓了，它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陆良是云南第一大坝，南盘江从境内流过，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土地肥沃，灌溉便

利，种植烟草得天独厚。旧时种植过旱烟‘(晾烟)、黄烟(晒烟)，尤其是陆良黄烟加工的

烟丝闻名遐迩。继20世纪40年代后种植烤烟(美烟)，其效益使陆良曾种植过的烟草成夕

日黄花。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重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烟草

已成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其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35％～40％。种植烤烟不仅大大改变了

农村面貌，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国民经济建设。

勤劳勇敢的陆良人民创造了烤烟生产的辉煌历史，1974—2003年，陆良曾先后10次荣

获“全国烤烟生产、收购先进县”称号；1989年，陆良烟叶曾被国家烟草总公司选送到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国际烟草博览会展出。

“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用志书记载陆良烤烟生产、复烤以及两烟

经营的成就，反映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县烟农、烟草职工付出的艰辛劳动，达到资

政、育人、存史的目的，公司党委2002年3月1日会议决定，编纂《陆良县烟草志》。在公

司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全司上下通力协作，“翻箱倒柜”提供资料，烟志办全体同志不辞辛

苦，内查外调，核实资料，经过编撰人员的辛勤劳动，《陆良县烟草志》问世。我代表公司

党政领导，向关心和支持志书出版的公司干部职工、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谢意。

“长江后浪推前浪”。愿“陆良烟叶品牌”扬帆远航，为《陆良县烟草志》读写新的篇

章。

∥
少77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实记载陆良烟草事业的开创、

发展、现状和对陆良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等情况。为烟草行业、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

供第一手资料，为陆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二、本志所叙内容包括全县十一个乡镇烟站、烟叶复烤厂、同乐大酒店和县公司的情

况。上限从有资料记载起，下限至2003年，个别情况，偶有延长。重点记叙1984年成立陆

良县烟草公司以来的情况。在记叙中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重点突出的原则，力求体现

陆良的地方特点和烟草行业特点。

三、本志为陆良县首次编纂的烟草专志，资料主要来自县烟草公司档案室、《陆良县

志》、《陆良商业志》、《陆良农业志》、《陆良财政志》、《陆良文化艺术志》、《陆良统计资

料》等，部分资料是通过走访调查知情人所得。为节省篇幅，在志中不再注明出处。

四、本志采用中国传统的修志方法，以志为主，叙、记、志、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

裁。从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叙事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纵横结合，以横

为主，展现全貌，揭示脉络。

五、本志对人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先进集体和个人，用表叙、只录名、不立传。对

于在陆良烟草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则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将其事迹记入有关

章节里。

六、本志结构按图片、序、凡例、概述、大事记、烟草种植、烟叶复烤、烟草经营管

理、机构设置、企业党建、企业文化、附录的顺序编排。层次为章、节、目。为记叙方便，

文中在目下加设若干小标题作为细目。大事记按大事、要事、新事，的标志收辑，写法以编

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里用阿拉伯数字标

明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均用公元年号。专用事物名称，一律用今

名。历史上的地名或其它专用名称，一般用当时的名称，但在括号里注上今名。

八、本志行文力求规范化。文字按照1986年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使用汉字。标

点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标点符号用法》标示。数字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标写数字。志中所用的数字以县和公司统计

部门的数字为准。计量单位按照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标

写计量单位。志中所载建国后烟叶的产量为担，卷烟数量为箱。建国前的计量均保持原貌不

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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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陆良县位于云南省东部，距省城昆明123千米，距曲靖市60千米。地处东经103。27’一104002’和北

纬24。44 7—25018’之间。总面秘018．82平方千米。境内四周环山，中部是一个面积为771．99平方千米的
大坝子。素有“高原小江南”、“云南第一坝”、“滇东米粮仓”之称。山区海拔2 490—2 680米，坝区海拔

1 831一l 840米。年平均气温14。7℃，年平均降雨量976．9毫米。无霜期246天。年平均日照2242．5小

时。全县辖八镇三乡和一个华侨农场。有136个村委会，626个自然村，1 310个村民小组。至2003年底，

总户数157 070户，总人[1601 772人，其中农业人1 1520 059人，城镇人口81 713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

米287人，境内居住着汉、回、彝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8 390人。

陆良历史悠久，开发较早。据县境内的出土文物考证和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

居住和生产、生活。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同劳县”，是云南最早

建置的24个县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晋更名为“同乐县”。陆良为爨氏故里，东晋南北朝

及隋唐时期，大姓爨氏以同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统治南中(今云南全部，贵州、四川一部分)

400余年，发展了经济，创造了辉煌的爨文化。明朝初期沐英南征时，更名为“六凉县”，亦作“陆凉”，

民国二年(1912年)更名为“陆良县”至今。今陆良县城建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至今已有500多

年的历史。

陆良资源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全县有土地面积302．8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81．15万亩。土

地肥沃，土层深厚。全县主要有红壤、棕攘、紫色土、草甸土、沼泽土、石灰岩土和水稻土。适合栽烟

的红壤和水稻土面积达到231．95万亩。陆良河流众多，雨量充沛，水库和天然塘、坝星罗棋布，蓄水量

1．9亿立方米，供水量2．6亿立方米。坝区水利化程度达88％。全县水、火电装机容量9．55万千瓦，年

发电量15 000万千瓦。全县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实现了电气化。陆良盆地石油天然气储量可观，据专家

论证预测，含油气面积6．3平方千米，天然气储量27亿立方米，目前可开采储量12．8亿立方米，民用可

开发30年以上。陆良交通发达，南昆铁路穿境而过，324、326国道陆良段已建成高等级公路，县城至各

乡镇都建成了柏油路。全县入册公路l 003千米，县城公路261千米，乡村公路532千米。陆良至石林的

高等级公路正在修建中，预计2005年通车。陆良山川秀丽，名胜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独具

特色的彩色沙林；有国家级五峰山森林公园；有景色优美的万亩荷花塘；有国家级重点文物爨龙颜碑；

有省级重点文物大觉寺千佛塔。陆良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名人，主要有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将军；民

国时期的护国上将殷承辙；清末民初的法学博士卢锡荣；抗日战争时期的滇军儒将孙渡等。陆良人才资

源丰富，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各条战线就有中专生10 808人，大学专科生5 145人，大学本科

生l 515人，研究生8人。拥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才8 712人，正副高职740人，中职2 010人，初职5 829人。

“八五”、“九五”期间共获各类科技进步奖99项，获奖个人818人。科技创新的新增产值4．25亿元。

陆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各类资源，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陆良就有

了“双牛抬杠”的种植业。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种植晾晒烟销往省内外，到1920年销售晒黄

烟丝达35 000多千克。1943年，从昆明长坡烟草改进所引进烤烟，在陆良环城、板桥、马街、芳华试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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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1947年在全县推广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陆良的烤烟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到1959年，在全县范围内

烤烟代替了晾晒烟。1978年，陆良被国务院定为全国41个优质烟基地县之一。

1984年陆良县烟草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后，公司领导和全司职工抓住机遇，发挥优势，依靠政策，

科技兴烟，使烤烟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产量、产值不断提升，上交税收不断增加，顶峰时期的1997年，种植面积达211 550亩，收购量

73．77万担，产值4．42亿元，实现税利2．04亿元。1998年国家对烤烟实行“双控”后，种植面积仍在

150 000亩左右，产值1．8亿元左右，上交税金1亿元以上。全县栽烟村委会102个，占全县136个村委会

的75％。栽烟农户67 56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70％。烤烟成了陆良农民致富、国家增收、企业受益的重

要支柱产业。 ‘t，

．

陆良烤烟以优质著称，叶片身份好，色泽橘黄，内在化学成分协调，香气质优，香气量足，是生产

高级卷烟的优质原料，深受省内和全国烟草部门和卷烟厂家的青睐和信赖，畅销全国18个省、市、自治

区的62个卷烟厂家和烟草公司。
”

随着陆良烟草事业的发展，陆烟公司也发展壮大起来，职工队伍不断扩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企业党建得到加强。企业文化不断发展。1984年公司成立之初，有职工146人，

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仅有5人，其余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职称仅有5个员职。到2003年底，全司

共有职工539人，其中研究生5人，大学本科“人，大专81人，中专189人，高中32人，中技52人，

初中83人。中职25人，助职135人，员职139人。公司成立之初共有党员16人，支部1个，现有党员

183人，支部15个。公司成立以来，建成了水浇地12．5万亩，建成了能排能灌、沟、水、路综合配套的

漂浮育苗大棚基地5 045亩。建起烤烟科技示范园450亩。拥有52 000座性能良好的烤房和两个市级烘烤培

训中心。全公司形成了一个从县烟草公司——烟站——烟点——村级辅导员——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

全县有11个标准化烟叶收购站，41个烟叶收购点，1个现代化的烟叶复烤厂。近几年又建盖了陆良烟草

大楼、同乐大酒店、烟草专卖便民服务中心和同乐购物广场。到2003年，全公司拥有固定资产2．42亿元

(复烤厂的2亿多元除外)，是1984年82．7万元的292．4倍。企业文化建设，公司从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一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致力培育企业精神。早在1994年就培育起了“团结拼搏，敬业

奉献，开拓创新，争创一流”的陆烟企业精神。这种精神不断激励着陆烟人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创造新

的辉煌。二是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投资改造工作、生活环境，营造企业良好形象。现在的陆烟企业，既

是陆良的重要支柱产业，又是陆良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

认识论，进行规范化的科学管理，形成了陆烟企业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哲学理念。多年来，公司坚持以

人为本，注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坚持建章立制，规范职工行为；坚持“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的

唯物论，重视社会回报和产前投入；坚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和烟农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发展陆良的烟叶生产。

陬 陆烟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辉煌成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上级烟草部门和各级党委、

姻政府的充分肯定，获得了众多的荣誉称号。公司成立以来，公司职工获得县以上各种荣誉称号和奖项762
I、人次。公司所属单位获得县级以上各种先进称号125个。公司获得县级以上各种奖励106次。公司1987

～1991年，连续五年被国家烟草专卖局、全国烟叶总公司评为“全国烟叶生产先进县”，捧回了三个金
陆 杯、一片金叶、一块金牌。1989年马街镇朱家堡生产的烟叶被选送到奥地利维也纳世界烟草博览会展出。
灭

1995～1997年、1999-2001年又四次再度被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烟草总公司评为“全国烟叶生产先进

： 单位”。1997年公司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

， (-1
志

卷烟销售在陆良发展较早。20世纪20年代，邑人在县城南门街开设“福协和”杂货铺，就开始销售生

切烟和国产卷烟。1929年随着洋货的流入，县城市场上出现了黄雀、多福、金花等卷烟。到了30一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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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市场上销售的卷烟品种增多，有飞利浦、红吉士、骆驼、炮台、老刀、大前门、和平、重九、七七、红

大运等。建国前夕，战争频繁、生意人较多，陆良吸食卷烟的人也多起来了，陆良市场上的卷烟又增加了红

锡宝、大公、团结、牡丹、大众、红族、红步兵等品种。建国后至80年代，国内新生产的一些卷烟纷纷上

市，主要有金沙江、春城、茶花、双鹿、春耕、经济、红梅、金花、吉庆、云烟、红塔山、阿诗玛、石林

等。但名牌卷烟如云烟、红塔山、阿诗玛、石林等香烟供不应求，都是进行计划分配。当时卷烟价格便宜，

如经济烟才8分钱一包，多数都是一两角钱一包。1984年县公司和专卖局成立后，卷烟又有许多新品牌上

市，主要有恭贺新禧、小熊猫、玉溪、紫云烟、以礼河、慧中、红绿石林、福牌、香格里拉等，而且都带上

了过滤嘴，陆良市场销售卷烟的数量也有较大增长。2003年全县销售卷烟14 133．38箱(每箱250条)，销售

收入87 769 313．02元，实现利润4 566 950．54元，实现税收1 828 065．7元。1

随着卷烟品种的增多和卷烟市场的繁荣，给卷烟市场的管理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县烟草专卖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对卷烟市场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按照“守土有责”、“内管外打”的要求，认真履行监督、管理、协调、服务的职能。多年来坚持“四杜

绝”(杜绝无证经营；杜绝非法渠道进货；杜绝假冒走私；杜绝无标志烟)和“五个一”(一户一证；一

户一卡；一户一档；一户一号；一户一书)的原则，全县建立了四个卷烟配送中心、七个卷烟批发经营

网络，实行全面访销、集中配送、专销结合、多网并举、信息管理、独立管理、整体核算。在卷烟销售

户中广泛开展评选“卷烟销售先进户”和“卷烟销售守法户”活动，使陆良的卷烟市场基本无假冒伪劣，

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促进了卷烟销售。

(四)

进入新世纪，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意识的陆烟公司领导敏锐地意识到：纵观当前和未来国内外烟草

发展趋势，烟叶供不应求的时代已经过去，卷烟工业对烟叶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要求将越来越高，对

烟叶的品质和安全性要求将越来越严格，烟叶的内在质量将向着高香气、中烟碱、低焦油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ro后，陆良烟叶面对着严峻挑战。

为了适应挑战。2000年县烟草公司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上级烟草部门的支持下，提出了“实

施陆良烤烟品牌战略”的构思：用八年的时间打造陆烟品牌，使陆良烟叶质量好；市场信誉高；市场价

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创汇能力；能与美国、巴西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竞争；拥有一套系

统的生产品牌烟叶的科技体系；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烟草文化品位和附加值。使陆良生产的“福牌”

烟叶，在国内站稳脚跟，在国际市场有一席之地。实现陆良从烤烟大县向烤烟强县的转变。2001年出台

了《实施陆良烤烟品牌战略的步骤》和《实施陆良烤烟品牌战略的措施》。准备用八年时间，分三步实现

上述目标。第一步(zorn一2004年)，初步建立起陆良烤烟品牌的基础体系，使陆良烟叶在国内有较高的

知名度。第二步(2005—2006年)，形成一套陆良品牌烤烟的质量保证体系，使陆良烟叶有一个稳定的国

内市场，同时开始打人国际市场。第三步(2007—2008年)，使陆良烟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

上有一席之地。主要措施是：组织舆论实施，进行广泛宣传；加强领导，成立《实施烤烟品牌战略》领

导小组；大面积栽培国际型优质烟叶；制定了十条科学管理和科学栽培措施：1．提高职工素质，引进高

新技术人员。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科学管理。3．规范种植合同，保护烟农利益。4．狠抓科技推

广，提高烟叶质量和等级合格率。5．实施水浇地建设，保证烤烟用水。6．杜绝杂劣品种，推广优良品

种。7．改变育苗观念，推广漂浮育苗。8．规范烤烟种植布局，坚持轮作制度。9．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做到科学合理。10．提高烟叶成熟度，进行科学烘烤。

陆烟香自苦寒来，心血浇灌铸品牌。陆良烟草事业的发展，经历了风雨飘摇的起步阶段，反复曲折

的数量型发展阶段，科学栽培、提高质量的辉煌阶段，现在又向打造陆烟品牌阶段冲刺。只要陆烟人和

全县上下，团结拼搏，开拓创新，陆良的烟草生产就会从辉煌的今天走向灿烂的明天，陆良的品牌烟叶

就会飘香大江南北和国际市场。

甲陆史县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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