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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艟阳区烟草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存真求实”的修志方针，忠于史实，力求反映本区烟草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举大端、择要事、彰显地方特点。

三、本志体例采用章、节、目体，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采用横排纵叙，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记述。按事物的性质设章节，不受部门行政管理限制，相

同事物不论隶属关系，编入同一章节。

四、本志凡例、概述、大事记不列入章节顺序。概述纵叙区烟情、公司情况，总揽全书。

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记述大事要事。

五、本志本着“详今略古”原则，尽力搜求资料，特定上限尽量上溯，下限截止2005年

12月。

六、本志所记单位名称及专用术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三次出现时用简称。

七、本志中所称“建国前”、 “建国后”，以1950年1月5日，以保山县人民政府成立时

间为界。

八、记述域名，按时称记述。1983年9月前，记述为保山县。1983年9月后记述为保山

市。2001年7月20日后记述为隆阳区，保山市升格为地级市域名。乡镇，1984年2月，记

述为公社，1988年4月，记述为乡镇。

九、本志“中国共产党保山县(市、区)委员会”、 “保山县(市、区)人民政府”、简

称“县(市、区)委”、“县(市、区)政府”，国家烟草专卖局、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保山

地区(市)烟草专卖、保山市(隆阳区)烟草专卖局简称为国家局、省局、地(市)局、市

(隆阳区)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烟草公司、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地区(市)公司、

云南省烟草(从司)保山市(隆阳区)公司，简称总公司、省公司、地(市)公司、保山市(隆阳

区)公司。

十、本志除保留亩、担外，均采用国家法定单位，产值为现行价。

十一、本志年代数字均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委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

法试行规是参执行。有小数点的取小数后两位，小数点进位采用“四舍五人”法。

十二、本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限已故人物。对烤烟生产小组组长、公司正职， ＼

对两烟经营有突出事迹的人作生平简介、业绩介绍。

十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司档案，科室提供资料，有关史志书籍一般不注出处。



序

隆阳区，原称保山县、保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国土面积5011平方公里，是著名的西

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是内地通往边疆，同邻邦缅甸等东南亚、南亚诸国交往、贸易

之重要通道：建国后，隆阳区一直是保山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云南省西部地区重

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中心之一。

隆阳区，属西南季风区亚热带高原气候，立体气候特点明显，热、温、寒带气候俱全。全

区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终年常绿。隆阳区种植烤烟的历

史较早，有着生产优质烟叶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夏长冬短，日照短，波光线较强，

温度适宜，能使烟株健壮生长。生产出的优质烟叶厚薄适中，光泽度饱和，气味醇正，口感

纯和，烟劲足，内在化学品质协调，得到省内外卷烟厂商和专家的一致好评，隆阳区已成为

全省公认的优质烤烟产区。同时，隆阳区还具有生产优质香料烟的气候条件，是中国唯一具

有种植希腊香料烟风格的芳香型香料烟产地。

在“七-五”、“八·五”期间，保山市委、市政府将烤烟生产规划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作为新的产业加速发展，并始终把烤烟生产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支柱地位和信心不动摇，不

断加强扶持力度，把抓好烤烟生产，提高质量、提高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作为农村工

作重中之重。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烟草部门加强领导、坚定信心，制定切实可行的奖惩措施，

层层签订责任状，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落实，乡村干部分片包干，

责任到人，从面积规划、育苗、大田移栽、田间管理，烘烤调制到分级扎把各个生产环节都

深入到农户、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督促检查各项工作，使各项科技措施落到实处，

大多数烟农经受住了“双控、两提高”的考验，完成了从政府“要我种烟”到“我要种烟”

的思想转变，为烤烟生产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区各级各部门积极投身于烤烟生

产主战场，办烟事形成合力，唱烟歌形成合唱，呈现了一个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烤烟发展的

态势。烟草部门转变了作风，切实抓好第一车间的烤烟生产，在技术指导，物资保障等方面，

为烤烟生产的全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各级层层办样板，指导和带动了烤烟生产大面积上

质量、上效益；金融财政部门保证了烤烟生产所需资金；政法部门协助烤烟收购部门做好协

调工作；农资部门提供了物资保障；宣传部门加大了宣传力度；税务部门既严格执法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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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妥善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确保了烤烟产业持续、健康、稳步地发展。在局(公司)干部

职工齐心协力、开拓创新的努力下，公司职工立足本职、开拓创新、建功立业，形成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入基层、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行业作风。近20年

来，烤烟生产成为隆阳区发展最迅速的产业，成为全区农民增收、财政增收、农村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1989年公司成立之初，固定资产原值仅17．45万元，实现税金138万元。2005

年销售总额4．10亿元，实现利润2714万元，实现税金6097万元，固定资产增为6436万元。

1989～2005年，公司总计收购烟叶10．62万吨，收购总值8．15亿元，上交农特税2．16亿元。

区烟草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是全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点，为全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为云南烟草产业的辉煌、保山经济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隆阳区烟草事业遇到的问题。烤烟生产上：全区烤烟生产整体水平需

进一步提高；基本烟田保护制度还需进一步建立完善；乡(镇)与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

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其次是投人不足，管理不善；烘烤工艺技术落后，科技投入不足，管理

措施不到位。施肥不足，提苗不及时，未完全达到合理配方、科学施肥要求，是区内烤烟生

产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中耕管理、防虫治病、成熟采摘、科学烘烤，分级扎把等方面还

存在一些差距，直接影响了烟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抗击自然灾害能力

低。卷烟销售上，卷烟销售全面达到“入网销售、电话订货、电子结算、统一访销、统一配

送”的现代物流方式，最大限度的满足卷烟市场需求仍有差距。在烟草专卖管理上，坚持堵

· 源截流，标本兼治，做到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严厉打击“假、私、非”烟，营造守法经营

的卷烟销售市场氛围仍需加强。

链阳区烟草劫上溯隆阳区烟草种植之始，下至2005年，特别对1989—2005年隆阳区

烤烟生产、卷烟销售、烟草专卖执法等方面进行了客观记述，展现了烟草职工艰苦创业的历

程，总结了烟草经营的经验教训。该书对烟草行业职工和社会各界了解烟草行业的过去，认

清现实，对开拓隆阳区烟草事业的未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烟草专卖局局长赵之福
云南省烟草保山市隆阳区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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