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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县烟草志 序(一)

编史修志继往开来

——《枞阳县烟草志》序

朱宏

《枞阳县烟草志》的编修出版，反映了枞烟人的科学眼光和文化层面，他们能敏锐的捕捉到

闲置的历史资料中闪光的部分与价值。可以预期，随着历史的推移，《烟草志》对于行业发展的

基础价值将越来越重要。

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枞阳县烟草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

《枞阳县烟草志》是一部包容枞烟整个历史的创业之作。从这部书里，可以看到枞烟的发

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可以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这个负责主管全县烟草市场专卖专营工作

的部门，从它设立的那一天就面临着市场风浪的考验。曾经几度陷入低谷，但枞烟人并没有屈

服，他们在省、市主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大力弘扬“内和外搏树形象，强抓苦干求发

展”的枞烟精神，努力实践“服务至上、顾客至尊”的经营理念，奋起直追，大胆改革，锐意创新，

开辟了枞阳烟草工作的崭新局面。特别是2000年以来，县烟草专卖局(公司)的工作成效显

著，使枞阳烟草成为枞阳县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实现“加快发展、富民强县”目标作出了突出贡

献，同时为国家财政积累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他们的出色工作，不仅摆脱了管理

与经营工作中诸多矛盾的困扰，走出了低谷，使枞烟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而且他们的辛勤劳

动和创造性的成就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一致好评。

2001年5月底，县烟草专卖专营工作被纳入县政府考核范畴，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效运

作机制，可以说拓展了整个烟草系统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机制运行后，各项经济指标通

过考核均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出现了多赢的局面。目前，县烟草专卖局(公司)，不仅在烟

草专卖专营管理模式方面开创了全省烟草之先河，而且在营销方式的变革、人事制度的变革、

管理方式的变革、网络的整体推进和运用文化手段管理企业，从而激发企业的人文意识等方面

都充满着创新精神。我相信，枞烟人这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开拓进取精神，将会结出更加丰硕的

成果。希望枞烟的同志们，深人学习，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一如既往，顽强拚

搏，改革创新，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而奋斗，在新的征途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枞阳县委书记)

2002年5月28日

f

·1．，／b



枞阳县烟草志 序(二)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枞阳县烟草志》序

方文阁

江泽民总书记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的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

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识变、预变、应变和求变”意识也正随着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而不断增强。

面对日益残酷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面临“大鱼吃小鱼”的威胁，更要承

受“快鱼吃慢鱼”的巨大压力。因而“主动求变、积极求新、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当今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0年2月全省烟草工作会议后，安徽烟草告别了自身不规范的时代，走上了“规范、改

革、创新”之路。也就在同年的8月，我回到了枞阳烟草。枞阳烟草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从部队转业后，就一直献身于枞阳烟草事业。1997年至2000年7月，我肩负

省、市局领导的嘱托和厚望，先后去怀宁县、桐城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任局长、经理、党组书记，

曾创造了比较好的业绩。而当时的枞烟应该说是一条处于“休克状态的大鱼”。如何激活这条

“休克鱼”，几年法人代表的经历告诉我，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和常规的工作套路，是无法改变

枞烟面貌的。面对组织的重托，针对枞烟的现状，我决定从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人手，从

基础抓起，从规范抓起，从人抓起。我采取了“加大投入，多管齐下”的方式，在内部不仅加大了

人员、车辆通讯设施等硬件的投入，而且从建章立制入手，打破员工的身份界限，理顺了内部运

作关系，强化考核，最大限度的激发和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真正做到“干与不干

不一样，干好与干坏不一样。”在外部，争得了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和支持，着力

改善烟草专卖专营环境，不断加大打击“假、私、非、超、无”五种烟的力度，努力调整品牌结构，

使枞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尽管当年的枞烟尚未彻底摆脱落后，但毕竞走出了全省末位

的阴影，冲出了低谷，更重要的是枞烟人良好的精神状态已初现端倪，找回枞烟在行业中应有

位置的信心得到了重建。

2001年初，县局(公司)党组确立了“内和外搏树形象，强抓苦干求发展”的枞烟精神以及

“规范从零起步，改革以人为本，创新永无止境”的基本工作指导思想。一方面，内部以“规范从

零起步工作推介会”、“改革以人为本工作促动会”和“创新永无止境工作研讨会”三个会议为主

线，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大了内部改革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烟草法律

法规的宣传，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回报社会，枞烟的良好社会形象也逐步树立起来。

经多方努力，2001年5月份枞阳县政府将烟草专卖专营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并出台了

考评办法。通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其办法是可行的，且收效明显：卷烟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经济效益成倍增长。一个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的“双赢”局面基本形

成。枞阳县局(公司)也由过去的后进单位一举跨人了市局的上等行列。这一源自实践的创一
·、·¨



枞阳县烟草志 序(

新，不仅得到了行业内的首肯和认可，也受到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安庆市政府于

2002年6月24日在枞阳县召开全市深化烟草专卖管理经验交流会，要求在全市予以推广枞

阳经验。

经营一个企业，首先是经营人，其次是经营商品和资金，最终经营的是文化；经营文化是企

业的最高境界。建立优良的企业文化，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也是我·生孜孜不倦的追求。目

前省局(公司)党组已确定，行业对外的经营理念是“服务至上、顾客至尊”，对内的文化理念是

“勤奋崇智、共创共享”。自2000年8月以来，县局(公司)在不断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鼓励

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的同时，还采取多种形式，如开展大讨论、各种征文比

赛、参与文艺演出、赞助烟草杯蓝球赛、评比五好家庭以及贤内助等活动，来陶冶大家的情操，

对作出优异成绩的，不失时机的予以奖励。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激活了企业的人文精神，同时也使员工保持心情舒畅，更好的去投入工作，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让企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完整状态。通过“共创”达到“共享”，这或许就是我至所以要编

修《枞阳县烟草志》的基本思维方式。

《枞阳县烟草志》包容了枞阳县烟草行业的整个历史，志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县烟草系统

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也是枞阳县和整个烟草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志书科学总结了枞烟人在自身求发展的过程中功过得失，实事求是的反映了枞烟的历

史和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志书在编修出版过程中得到省、市、县各级领导和业内

省、市局(公司)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同时也感谢为志书编修出版作出很大贡献

的有关专、世人士。

(作者系中共枞阳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经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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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19世纪初叶，清政府为了抵制西方“罂粟”的侵入，倡导国民广泛种植烟草，以尽快占领并

饱和国内烟草市场的份额，枞阳县烟草行业形成规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到1837年左右，从事

种烟的农户达80％。随着烟叶产量的猛增，各种卷烟作坊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义津

的“四义”香烟就是县内最大的股份制卷烟厂，产品畅销县内外；汤沟镇也先后有7家私营业主

从事卷烟生产与销售。卷烟行业的迅速崛起，使传统的黄烟制作业受到很大冲击，除少数老年

人仍吸黄烟外，其余的人都以吸卷烟为时尚。这时，卷烟生产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手工作

坊的档位上。民国时期机制卷烟开始代替传统的手工制作，汤沟镇巨商吴一环在日军占领汤

沟后，举家迁往桐城县城，开设“大中华卷烟厂”，1941年他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购进一台大

型卷烟机器，生产“孔雀”、“龙眠”牌香烟，为当时卷烟市场紧俏商品。

清代政府企图以国内烟草抵制罂粟的侵入最终还是失败了，鸦片战争后，鸦片烟还照样大

量涌人，嗜鸦片的人不仅有“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也有“政府官员、名门望族者流”。清朝

地方统治者狂妄自大地认为这些靠贩卖鸦片为生的商人都来自渺不足道的蛮夷小国，不足为

虑。县内原先种烟草的农民，受高利的驱使，也纷纷从贵池等地引进罂粟种植、加工的技术，几

乎各集镇都设有烟馆。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上面派来一名叫吴见田的整饬官员到陈湖、汤

沟一带严禁鸦片，宣布对种植罂粟、加工烟土、开设烟馆者将严惩不贷，从此县内鸦片市场逐渐

萎缩。

(二)

1949年以后，鸦片烟和私人卷烟市场被取蒂，从此中国人受鸦片毒害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痛苦命运才得到彻底更新。民众远离毒品，纷纷改吸卷烟，当时卷烟市场品牌极少，数量有限，

很多买不上卷烟的人又以黄烟为乐。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造成商品短缺，市场萧

冷，尤其是烟草行业的整个运作系统受计划经济的制约更加明显，基本上处于一种人为的闲置

状态。民众吸的是“腰鼓”、“大铁桥”等劣质香烟，稍微好些的“东海”、“大前门”香烟则成了少

数权势人物的奢侈品。一般人要想买两包好烟，就必须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的巧妙运

用，然后才有可能买上两包“东海”烟，买烟者受宠若惊，卖烟者神出鬼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

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商品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卷烟生产能力跳跃式扩张，花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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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烟民由于选择的空间一下子得到拓展而处于一种兴奋状态，香烟销售量也呈直线上

升的趋势，品牌香烟又一次成了紧俏商品，多数人要想得到本来就不多的品牌烟，只能翘首期

盼逢年过节的计划分配指标，而指标的分配又常常难以摆平，因此争多介少等现象越来越多。

其它商品领域也是一样，经济的发展说明计划经济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市场经济的脱胎而出，

给卷烟市场带来了一片生机，品牌香烟如黄山、皖烟、迎客松等再也不是奢侈品，它走进了平常

百姓家，人们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买香烟可以随心所欲，但另一个问题又凸现出来，这就是香

烟的生产、销售、运输、进货渠道等方面各自为阵，互相独立，不能形成有效的运作系统，市场上

开始出现混乱局面，为形势发展之需，1984年枞阳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应运而生，从此县内卷

烟市场才开始有了管理机关。

(四)

1984年6月15日，安庆市烟草专卖局、枞阳县委、县政府正式确立“枞阳县烟草专卖局

(公司)”为正科级职能机构，专卖局与烟草公司合署办公。此后烟草专卖局(公司)开始行使职

能，如开展卷烟调拨、储运、批发和零售业务；依照国务院发布的《烟草专卖条例》有关规定，颁

发烟草专卖许可证，对全县烟草市场实行专卖管理。烟草专卖局(公司)介入市场管理后，原先

那种混乱的局面，开始有了规范化操作，如凡卷烟销售商户必须有烟草专卖局(公司)的正式批

文和有关证件等等。

县烟草专卖局(公司)通过近10年的努力和探索，收效比较明显，1993年全年销售卷烟

31543箱，占年计划20200箱的156．2％，较上年销售20637箱，增长52．8％，完成销售收入

7897万元，是年计划4000万元的1．97倍；实现毛利190．5万元，比年计划110万元增长

73．2％，比1992年104．4万元，增长82．5％，综合单箱毛利60．4元，比上年增加9．8元。

1995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

路线为指导，深人贯彻十一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全省烟草工作、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把推进企业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大抓效益上，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实现了枞阳县烟草系统经济

效益零的突破，企业开始有了积累，为“九五计划”奠定了发展基础。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全年销售卷烟21676箱，占年计划2万箱的108．38％，较上年22061

箱，减少385箱，销售量下降1．8％；完成销售收入7588．8万元，较上年5466万元增加2122．8

万元，增长38．8％；实现毛利468．4万元，较上年276万元，净增192．4万元，增长67．7％，综

合单箱毛利216万元，较上年130元净增78元。

1997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按照年初全省烟草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紧紧抓住年度经济目标不放松，着重围绕限价促

销、农村卷烟批发网络建设、强化专卖管理和企业内部三项制度的初步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

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全年销售卷烟21949箱，占年计划26n00箱的

84．4％，较上年26905箱，少销4956箱；完成销售收入7832．13万元，较上年9473．11万元，下

降17．32％；实现毛利552．28万元，较上年707．4万元少155．12万元，下降21．93％；实现纯

利309．99万元，完成利润计划360万元的86．1％，纯利润较上年432万元，减少122万元，下

降28．24％。

1999年销售卷烟20498箱，占年计划25500箱的80．38％，较上年27098箱，少销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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