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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赫章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脉横断坡上，高海拔，低纬度，既有高寒

山区的风貌，又有亚热带气候的特征。县内土壤、煤炭资源丰富，‘是生

产清香型优质烟叶的理想区域o

《赫章县烟草志》记载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烤烟生产历史，其间的成

败得失，以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烤烟生产的历史轨

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赫章的烤烟生产得到正常的发展，成为

全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为赫章经济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贡献p

《赫章县烟草志》在编纂上，得到上级公司的指导和有关单位的大

力协作，经过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此志才得以问世。志书比较简明、

真实、准确地记载了赫章烤烟生产发展历史o

本志成书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惠及子孙的善举，

必将进一步推动赫章烟草经济的发展。

赫章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胡世亨

-|，．一九九三年三月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记叙文体、语体文，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赫章县烟草

历史状况o ．

二、本志书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 990年o
’

三、本志采用志、述、记、图、表、录等体裁，横排纵述o

四‘本志分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烤烟种植条件、烤烟生产、烤

烟购销、烟叶复烤、卷烟销售、专卖、教育、科学试验、机构、组织、职工、

管理、编纂始末o ，

五、本志书中的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六、各个时期称谓，一律以当时称谓为准。志书中所称解放后，指

1 949年1 2月1 1日后。

七、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内的烟草历史史实。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笔记、统计资料及社会采访等，文内不注

明出处。

九、本志书中的土地面积，’土壤资源和科学试验部分以国家规定丈

量亩为准，种烟面积以习惯亩为准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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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县地处东经1 04
o

1 O 7至1 05
o

01 7，北纬26
o

46 7至

27
o

28 7，土地面积3424平方公里，分9区1镇89个乡(镇)，世居

1 4种民族，有民族乡28个，全县总人口5031 00人，赫章是贵州西北

部高寒山区贫困县之·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有重大发

展，但由于历史及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仍然是有待开发的贫困县。

为迅速脱贫致富，中共赫章县委、县人民政府、广大烟农和烟草系统广

大职工致力于发展烤烟生产，成为80年代赫章县的支柱经济。

赫章全境基本上都处于海拔1 200米以上高原山区，按传统观点

不适于发展烤烟生产。民国时期曾在较低海拔的则雄、拉乐、江·南等乡

试种，虽能成活，但．品质及产量低下，又缺乏烘烤技术，黄烟率低，未产

生重要经济效益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谋求地方经济发展，

1 9 58～1 965年曾先后在低海拔地带进行小规模试种，逐步总结因地

制宜的种植经验，向高海拔地区延伸o 、，，

1 966"-"1．981年，赫章烤烟种植技术逐步提高，在烟草科技人员和

广大烟农的共同努力下，全县高海拔地区均发展了烤烟生产，冲破了烟

草学的禁区，总结出适宜赫章高寒山区种植烤烟的科学经验；保证了烤

烟生产的发展。赫章2月到4月烤烟育苗期气温偏低，稳定通过

1 O℃初日，海拔1 500米以下地区在3月下旬，1 500～1 800米地区在

4月上旬，1 800-'--21 50米地区在4月中旬。从1 971年起赫章引用
．

i’

’’

!+，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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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缸催芽及农膜覆盖育苗新技术，在高海拔地区育苗期提前到2月o

4月中旬以后全县气温均已稳定通过1 O℃，采用营养袋假植烟苗和地

膜覆盖栽培，在恒底等高海拔地区为气温稳定通过1 5℃以后的大田移

栽创造了条件。赫章烤烟大田期所需日照、积温、降水能满足烤烟生产

需求，除大旱之年外烤烟均可望丰收。赫章拥有远景储量达30亿吨

的优质煤，为烘烤烟叶提供了能源保证。

烤房是烟叶调制保证质量的关键。除掌握先进烘烤技术之外，加

强烟农初烤烤房建设至关重要o 40年代用住房或炮楼改建，烘烤质量

极低o 1 959年以后推广河南“乔庄，，式烤房，烘烤质量未有显著上升，

浪费却极大，至1 976年才结合本地情况，总结历年经验，逐步得到完

善o 1 978年县内部分地区推广堆积式烤房，技术条件有进一步改

善o．1 984年六曲河区创立“二次热风"式烤房，用同样烘烤技术，上等

烟由1 3％提高到27％以上，中等烟由48％提高到66％以上a 1 988年

全县基本普及o 1 990年在双河镇试验“远红外线涂料烤房"，将烘烤

技术推向一个更高发展水平。

选用优良烤烟品种有利于提高烟叶的产量和质量。试种时期使用

品种低劣，1 9 58年开始引进云南“红花大金元"，至1 984年以前均是

赫章主要种植品种o 1 984年以后引进多个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并在

大田推广使用o 1 988年通过比较试验和大田使用，次年全县基本采

用“云烟二号”种子，但由于“云烟二号’’产质不稳，抗逆能力差，工艺性

状不符合要求，自然淘汰，1 990年使用云南购进或自行繁育的“红花

大金元”、“K326，，、“Nc8，”品种o

赫章烟农在烟草科技人员帮助下，除了使用农膜育苗提早移栽期

外，还在海拔1 800～2050米高寒地区的大田种植中推广地膜种烟技

术，改变高寒山区“不能种烟，种不出好烟"的传统观点，在高海拔地区

种出优质烟，成为中国烟草种植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赫章高原立体

气候有利于促进烟叶碳水化合物积累，特别是烟碱、油份的增加，色泽

鲜艳，吸味清香，能够提高优质烟比重。从1 985年起，根据赫章烤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3·

技术水平的发展，在全县建立优质烤烟生产基地。1 989年，全县连片

优质烤烟生产基地达2万多亩，1 990年除巩固2万亩地膜生产基地

之外，再发展优质烤烟生产基地3万余亩。

赫章烤烟生产的发展是中共赫章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各有关工

作部门的长期重视、支持，特别是广大区、乡干部和烟农以及烟草系统

职工的共同努力取得的。从民国36年(1 947年)起至1 9 66年以前，

在赫章出现的小规模烤烟种植屡兴屡废o 1 9 66年起，县委、县人民政

府分析赫章农业经济形势，决定将发展烤烟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o
， 在税务部门的倡导和扶持下，烤烟生产再次复苏，当年种植1 480亩，

产量21 47担a．1 971年以后在“以粮保烟，粮烟丰收”的农业经营方针

指导下种植面积直线上升，1 97 5年种植面积达1 1 09 5亩，产量

23888担o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赫章经济发展和全国

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迅速改变贫困山区面貌，县委、县人民政

府抓住国家对贫困地区取消粮食征购任务的特殊政策的有利机遇，把

加快发展烤烟生产作为调整赫章农业经济结构，’振兴赫章经济的重大

举措。消除“左，，的对发展烤烟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贯彻“计划种植，

’主攻质量，优质适产，增加效益"的生产方针。在行政管理上形成党政

领导亲自抓，业务部门直接抓，有关部门配合抓的烤烟生产领导体制，

在生产管理上，做到思想早发动，计划早落实，物资早准备，资金早到

位，措施早制定，技术早培训的“六早"工作新方法。县、区、乡均有1

名行政领导亲自抓烤烟生产，县人民政府成立烤烟生产办公室协调生

产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有偿与无偿相结合的物资及资金扶持政策，

1 983年烤烟种植面积达35767亩，产量达88807担。

1 983年底县烟草公司成立后，党政领导及各部门的重视和扶持

更为加强，区、乡干部和广大烟农发挥了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县烟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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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区烟草站相继建立，认真贯彻《烟草专卖条例》，形成烟草行业产供

销、入财物、内外贸业务，从产品到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面经营管

理。烟草行业成为县内具有雄厚实力的经济实体o 1 990年全县种植

面积96485亩，产量8972吨，达到历史上较好水平。

为减少初烤烟叶外调运输压力，减少积压霉变损失，发展烟草深加

工，1 984年赫章县烟叶复烤厂建立后，为．县的经济发展增强后劲，从

1 98 5～1 9 90年，复烤烟叶23340．7吨，调往全国33个卷烟厂家，受

到厂家好评。

为发展烤烟生产，国家从资金和物资上给予有力扶持。县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在改进技术条件和培养技术力量，普及种植技术方面投

入大量资金，并无偿供应大量优质化肥o’金融部门调整农贷投向，大幅

度增加烤烟生产贷款，为消除收购烤烟打白条现象，及时组织预购定

金、收购资金到位，仅1 980年及1 9 81年预购定金接近百万元，1 989

年县烟草公司组织到位收购资金达2078万元。化肥、-油枯、种子等生

产资料和粮食等奖售物资投入数量更大，仅1 989年就投入麻片30万

片、动力油料450吨、粮食300万公斤。

赫章是贵州省贫困县之一o 1 980年底全县有82．5％的生产队拖

欠银行及信用社农贷款达6654900元，社员家庭拖欠农贷款达

22061 00元。烤烟生产经过长期的发展，1 981年起烤烟成为赫章农

业的重要支柱经济，赫章经济落后面貌初步有所缓解o 。．

为鼓励农民种烟积极性，1 975年和1 976年对县境烤烟、玉米、洋

芋收益进行比较调查，抽样调查表明，每亩烤烟未减税纯收益比玉米、

洋芋增收1 2～7 2元。由于烤烟的逐年发展，给农民创造了一条脱贫

致富的生产门路。烤烟创造的纯收入，1 9 65年全县人均仅O．01元，

1 989年人均达31．52元。烤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急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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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1 965年仅占0．01％，1 989年达1 7．89％o种烟户1 988年户均纯

收入448元，最高户达8000元。海拔21 00米的德卓乡山后村苗族

农民，世代过着刀耕火种的贫困生活，1 987年烤烟引进高原山区苗家

寨，虽然21户仅种20亩，却创4887斤优质烤烟的记录，收入现金

1 01 79．84元，每户平均烤烟纯收入达484．75元，入均97．88元。全

县各地烟农在烤烟生产中都获利，全县农业人口平均烤烟纯收入自

1 981年突破1 O元以后，逐年上升，广大农户种烤烟后，成批越过温饱

线，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o
⋯

赫章县历史上财政收入十分拮据o 1 966年起烤烟开始向国家提

供新的税源，当年烤烟上缴税金22 630元，1 97 5年上升为506304

元，1 985年跃至460931 4元，1 990年达766万元。县财政收入中，

烤烟税收比重逐年上升，1 966年为1．22％，1 97 5年达1 9．98％，1 985

年达52．33％o
7

1 983年成立的赫章县烟草公司经济效益逐年向好，成为县内重

要经济企业实体o 1 984年创利润1 6万元，1 990年增至67．4万元o

1 984"-"1 990年7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370．3万元，流动资金增加

58．2倍，固定资产原值增加21 49倍，职工平均工资增加72．75％o

赫章烤烟生产成为农民致富重要门路，农业经济重要支柱和地方

财政税收主要来源，但从发展后劲上看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烤烟种植

缺乏长远规划，偏重眼前利益，烟农文化技术素质差，直接影响到烤烟
～

质量的提高，种植及烘烤技术与全省全国先进地区比较差距更为明

显。对高寒地区种烟虽积累一定经验，但仍有待提高，有的成功经验推

广不力，如地膜种烟发展速度缓慢。烟草经营企业有待进一步面向市

场，转变经营机制，发挥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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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35年(1946年)’

▲则雄乡鱼塘村村民安自全从毕节县引进“美烟”种植，为境内有

烤烟种植之始o

1952年

▲1月1 9日赫章县供销社联合所成立，到9月份止有基层所9

个，分销社5个经营卷烟业务。

1953年

▲4月，成立“赫章县专卖事业管理所，，，开始卷烟批发业务。

1954年

▲1月专卖事业管理所改为专卖事业管理处，经营卷烟批发业

务o

▲是年底，供销社设有零售门市部32个，分销店1 2个，流动组2

个，货摊31个，经营卷烟零售业务o

1957年

▲6月2 5日，撤销“农产品采购局"，专卖、食品并入服务局，卷烟

经营业务划归其所属烟酒糖食糕点经营部。



大事记

1958年 々

▲县内农村发展多种经营，从黔西县请进技术人员试种烤烟，在六

曲河、财神、野马川等地试种成功。在烤烟生产季节，六曲河拉乐人民

公社画眉生产队举办烤烟生产技术培训班o

1960年

▲县内贯彻执行中央“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全县种烟

331亩，其中六典河区出现种烟热潮，组织5～1 0人的专业队共4

个。

●

1965年

▲1月6日，成立“中国糖业烟酒公司赫章县公司’’，卷烟批发零售

业务由其主管。． o

1966年

▲县内烤烟由县供销合作社下设土产公司经营。

、▲全县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税务部门为增加税源，和

供销合作社一起组织烤烟生产，派员到毕节县杨家湾、云南省镇雄县等

地学习种烟技术、烤房修建技术、烟叶调制技术等，回来恂种烟队传

授o
．

1967年 ‘．‘

f

A3月1 8日，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贵州分公司下达烤烟收购奖售标

准，规定交售烤烟50公斤，奖售粮食、化肥各1 O公斤，赫章按此标准

执行。
一

▲县税务部门提出其发展烤烟生产的工作方法：“以90％的精力

发展烤烟生产，1 O％的精力收税"，购买了生产物资无偿给种烟队，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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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人员，配带砖刀、玻璃刀、带玻璃等，帮助种烟队解决实际困

难o

1970年

▲奖售方法由收购数量改为收购质量，每交售一担黄烟奖售粮食

50斤，青烟30斤，低次烟．1 5斤o

1971年

▲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提出“以粮为纲，发展烤烟生产，以粮保烟，

粮烟丰收"的指导农业生产方针。是年，县供销社引进“温缸催芽，，、“塑

料薄膜育苗，，新技术o

1974年

▲3月1 5日，省革命委员会规定，收购烤烟除粮食奖售外，黄烟、

青烟、低次烟每收购50公斤，分别奖售化肥1 5公斤、5公斤、2．5公

斤，县内遵照执行o

▲县革命委员会在发展烤烟生产上提出“合理布局，以发展新烟

区，巩固老烟区"的方针，使全县种烟队达到903个，其中新发展起来

的1 96个o

1977年

▲烤烟购销由农产公司专营。

、1978年

▲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提出：“套种方式是基础，良种搭配是前提，

适时早栽是关键，抓紧管理是中心，单独烘烤是保证’’的烤烟生产指导

方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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