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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日

周红山

大冶，地处幕阜山北麓，东北濒临长江，西北隔梁子湖与武汉相

望，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武汉城市圄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冶市烟草．5-}的编

纂，在黄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和大冶市地方志办的指导、有关单

位的大力协作支持下，全体烟志工作者历时2年半，广征博采、精益

求精、四易纲目、五改志稿，现已经黄石市烟草志评审委员会终审定

稿，得以面世。这是大冶市烟草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也是大冶市烟草职工向大冶撤县建市10周年和大冶烟草局(公司)组

建20周年的隆重献礼。她的问世，对促进大冶烟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可喜可贺。

温故而知新。回顾大冶烟草行业的发展历史，倍感创业之艰辛、

发展之不易。览毕全书，感慨颇多。旧中国积弱积贫，大冶虽早有烟

草贸易，但少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大冶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烟草业

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84年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以后，烟

草职工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烟草专卖局(公司)的领导下，勇于

改革、严格管理、奋力拼搏、艰苦创业，使大冶市的烟草专卖和销售

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两年来，大冶烟草创

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2003年、2004年实现利税分别为1100万元和

1460万元，固定资产总值突破1000万元，成为大冶市的纳税大户

．1 o



之一。

《大冶市烟草志》是综合记述大冶市烟草发展的一部专业志，它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丰富的资料、完备的体例，真

实地记述了全市烟草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历史。本志是一部朴实严谨．

突出浓郁地方特色的资料书。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希望全市广大烟草职工在党的十六大

精神的指引下，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爱岗敬业、与时俱进。‘为全面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打造烟草行业新的里程碑而努力奋斗。

烟草志的编纂，对于我们是项新的工作，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且

涉及面广，纵横跨度较大，历史资料不全，虽经努力，但仍难免有遗

漏与不妥之处。为此，诚请各界人士及烟草行业同仁指瑕献玉。并对

关心、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同志，参与烟草志编写工作的大冶

市党史办原主任徐勋友、大冶市总工会原副主席周赛群同志表示诚挚

的感谢!

作者系大冶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

2004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市烟草行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断限，上限不限，但以1984年以后为重点，下限止于2003

年。

三、志书内容，以专卖管理为基础，以卷烟经营为重点，全面记

述烟叶种植、加工，卷烟销售、网络建设，专卖稽查、企业管理、精

神文明建设和烟事文化、人物等。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外，设章、节、

目。本志附录了重要文件及采访实录。

四、记述范围。以现行辖区为主，划出地区亦适当记述。

五、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体裁和语体文。

六、1949年10月1日以前，使用旧纪年，夹注公元年号；此后使

用公元纪年。文中所及50年代、60年代等均属20世纪。人物录分领

导人物和先进人物。领导人物又以正、副职并按任职先后为序，先进

人物则按表彰级别先后为序。

七、记时、计量使用阿拉伯数字。烟草种植面积沿用习惯计量单

位“亩”．烟叶产、销量沿用“担”(100市斤)，卷烟购、销量使用

“箱”、“条。”

八、资料来源以市档案馆和市烟草局档案资料为主，其他相关部

门及口碑资料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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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清

明朝崇祯年间(17世纪30年代)

烟草从江西传入大冶，大冶开始有人吸烟。

清嘉庆末年(1821年)

大冶保安镇“张一瑞”烟丝铺开张，这家烟丝铺延续五代，一直

办到1956年公私合营，前后130年历史。

清光绪年间(19世纪末)

大冶还地桥首先从江北(现黄冈市)引种(晒烟)种烟。

清光绪年间(20世纪初)

随着英美等外国烟草公司在上海等地建厂，设销售网点，廉价倾

销，卷烟开始传入大冶，牌子有强盗、品海、孔雀、敏发士等。



2 大冶市烟草志

清宣统庚戌年(1910年)

大冶城关“盛仁和”烟丝铺开业。

中华民国

民国5年(1916年)

据《大冶县志》记载，大冶城关有小商小贩摆摊设点100余个，
一般都兼营丝烟。

据《

种植面积

大冶

大冶

家，店员

安徽、江

民国9年(1920年)



大事记 3

民国23年(1934年)

湖北省财政厅摊定大冶县“菸(烟叶)酒牌照税”每年应征收

960元。比阳新县多360元，比浠水县多260元，比黄冈县少1040元。

民国26年(1937年)

金牛镇(1955年划归大冶县)从事丝烟私营商户8户。1941年，

由于日军占领，这些经营商户基本停业。1948年，恢复4户，其商户

店名分别是“永和祥”、“致和祥”、哆同丰”、“义盛和”。

民国29年(1940年)

大冶县还地桥街有“董生和”、“胡幼华”、“胡重德”3家烟丝铺。

马石立有“兴发烟店”，店老板周瑞赢，既开烟丝铺，又种烟，每年制

烟丝1000多斤，收获烟叶200余斤。

民国32年(1943年)

大冶县保安街有丝烟经营加工商户4家，其店名分别是“张一

瑞”、“丁瑞和”、“邓永泰”、“森大”。

民国35年(1946年)

大冶县保安街有10多家手工卷烟家庭小作坊，每天生产卷烟50

条左右。

黄石港、石灰窑两镇专营香烟的店铺有6家，分别是“万新记”、

“源济”、“苏玉记”、“董汉记”、“戴新记”、“徐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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