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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编纂师宗县烟草志，是为总结前人经验，服务现实，传之后代，达到资治、存史、教

化、提供决策者参考为目的。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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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依照历史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记述师宗烟草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整体面貌。

二、结构

以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编撰，按述、记、志、图、表、录体裁归类，表分别附于

各类目之中。

三、体裁

以行业为中心，以生产经营为主线，围绕事物、事业的历史发展记述，不下断语，不记

预测，不写未来，坚持用事实说话，寓规律于叙事之中；按横排f-j类，纵叙史实，以类系

事，重在记述，叙而不论，述而不作，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展示全貌，揭示脉络，不加褒

贬，忠于史实，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的有机统一。

四、文体

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规范，文风端正，文体严谨，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用词以习

惯用语，尽量避免含混不清、形容修饰、总结式词语和褒贬定语，做到不虚美，不夸张。

五、称谓

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加“同志”、“先生”、“女士”，对事物不加任何政治性称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六、断限／、、哪l I恹

上承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下限公元2003年与原八五版《师宗县烟草志》宜存

互证，相辅而行。

七、时间

年份一律用全数，纪年加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

凡纪年、年代、词汇、成语、专用词、习惯用语、叙述性语、不定数字、一律用汉字表

示。凡公历年、月、日、年龄、数量、百分比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九、计量

重量以吨、公斤；容量以立方米、立方厘米，公升；长度以公里、公尺、公分；地积以

亩、平方米；温度以公制摄氏制。自然科学的计量单位、按各学科通用原则书定。

2

编者

2005年5月



序

正值师宗县烟草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师宗烟草志》在公司领导的重视下，经全体编

纂人员的共同努力，辛勤耕耘、艰苦劳作、孜孜不倦地查阅了浩如烟海的资料，通过取舍、

辩证、编撰成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师宗山川秀丽，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交通便利，煤源丰富的自

然条件，为发展师宗优质烟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师宗县

烟草公司认真贯彻“合理布局、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方针，全系

统职工，同全县人民一道奋发努力，用心血、汗水、科技谱写了师宗烟草业的发展史。

师宗烤烟1956年列为省烤烟重点县。1966年又列为全国41个烤烟生产基地县之一，所

生产的烟叶色泽好，香气量足，内在化学成份协调，吸味醇和，是生产卷烟的优质原料，畅

销19个省、市，35家卷烟厂，深得厂家的赞誉。为更好地服务烟农，在栽种烤烟的4镇4

乡先后建立了8个烟叶生产收购站，39个烟叶收购点，为5万户栽烟农户服务。

在全县兴修史志时1987年曾出版《师宗县烟草志》，该志断限于1985年，殊为简略。

为全面反映师宗烟草业的发展变化，公司领导班子倡导重修《师宗烟草志》。1999年，公司

成立了重修志书的领导班子，选聘公司退休职工3人，后聘请史志办退休职工1人为编撰人

员。2000年拟定篇目，继而收集资料，整理编撰，2004年春编纂成书。

《师宗县烟草志》分为：自然环境、烟草种植、经营管理、烟草专卖、文明建设等8篇，

32章131节，约70余万字。志书上溯师宗烟草种植之肇始，下至烟草事业发展时日之2003

年，全志分门别类，上下贯通，以时代叶脉空间变化为经络，集沿革，史实资料、数据于一

身，广征博采，详今略昔，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直书行业发展演变的兴衰史实。

历史不仅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更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师宗烟草志》记述了师宗烟

草行业发展进程中兴衰起伏的历史，为我们今后工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借鉴，具有资治、

存史、教化的作用，从事师宗烟草业的干部职工，需切实了解过去，认清现实，展望未来，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成功决策，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失误，以资镜鉴，扬长避

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师烟再铸辉煌!

徐国安

2004年4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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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泸西县毗邻，北倚陆良县。东径1030

42’一104034’，北纬24020 7—25000’之间，全

县国土面积2782．95平方公里。县城距省会

昆明198公里，距曲靖市130公里。县辖4

乡5镇104个村民委员会，5个社区，总人

口35．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5万人，

约5万户左右种植烤烟。境内由东至西最长

横距90公里，南北最长纵距56公里。最高

海拔2409．7米，最低海拔737米。县城海

拔1850米。

师宗县乌蒙山系贯穿全境，有平缓高原

台面，中低山丘陵，河谷热区及众多的山间

小盆地，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全县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南昆铁路、国道324

线、省道师弥线穿县城而过，县、乡公路通

达各村民委员会所在地，交通十分便利。水

利条件大为改善，煤炭资源丰富、煤质好，

运距短；自然、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优质烟

叶生长。

师宗烟草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书

记载，早在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56

年)，晒烟(又名土烟、旱烟)传人师宗的

六鲁、六朋、坝林、窝德等地，并逐步延伸

至五龙、龙庆的大部分低热河谷区的村寨，

一度时期，土烟是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

来源之一。

90000公斤，由于土烟国家未纳入经营购销

计划，其产品靠市场自由调节，特别是卷烟

工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种植面积、产量大

。幅度下降，2003年种植面积不足百亩，产

量不过5000公斤。

烤烟的种植历史晚于晒烟。1946年在

黎家坝引种，1948年全县有25户人家种植

80亩，产量5000余公斤，且大部分未销出，

引种未获成功(主要是没有市场)。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师宗各族人民，经过土地

改革，在政治经济上得到彻底翻身，意气风

发地投身到建设家园，改变贫困面貌的建设

中，少部分农民发展栽种烤烟，政府给予扶

持帮助。在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期间，

烤烟渐有发展，“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时期烤烟发展缓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经

营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烟

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空间。

1978年至1983年的6年时间里，烤烟种植

有了新的突破，走出了多年在1至2万亩徘

徊的低谷。1982年全县种植面积34393亩，

总产755万公斤。

1984年1月，师宗县烟草公司成立，国

家对烟草实行专卖管理体制，对企业的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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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在师宗县委、师

宗县人民政府具体领导下认真贯彻“合理布

局、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

效益”的生产方针，重视烟叶生产的物资供

应，加大产前、产中服务；强化科技队伍建

设，加大烟农科技培训力度；实行“三田”

(样板田、示范田、指挥田)指挥生产，普

遍推行一袋(营养袋)，两膜(拱架薄膜、

地膜)，三化(良种、区域、规范化)，四配

套(地、水、肥、烤房)等技术措施。经过

多年的艰苦努力，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和自

然优势，使烤烟生产繁荣昌盛，成为师宗经

济的支柱产业。1964年两烟税收仅占财政

收入的2．78％，1974年占25．58％，1984年

占39．72％，1997年上升到95．22％，1998

年以后，烤烟实行“双控”政策，虽然种植

面积，收购量减少，经不断努力，增加科技

含量，提高烟叶质量，烟草仍处于经济支柱

的地位不变，1999年两烟税收仍占财政收

入的54．22％，2003年占财政收入的

78．25％。

烟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烟叶复烤加工

业的兴起，1993年9月建成了年复烤加工

1450万公斤的师宗烟叶复烤厂。1994年省

政府决定将师宗划为玉溪卷烟厂的原料基

地，双方合资建设一条12000公斤／d,时的

打叶复烤加工生产线，年复烤加工能力为

3000万公斤。根据厂家对烟叶的不同需要，

挂杆复烤与打叶复烤两条生产线同时并存。

师宗烟草产业，从1946年始至2003年

止，经历了57年的发展历程，从零星分散、

粗放的种植管理，逐步走向集约化规范化的

种植管理，其科技含量有了较大的提高，烟

叶交易中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大，所产烟叶除

调本省的曲靖、昆明、玉溪外，还远销湖

南、湖北、四川、广东、山东、海南、内

2

蒙、上海、广西、安徽等19个省、市的35

家烟厂，深得客户的好评。

尤为突出的是1984年至2003年这20

年，全县累计种烟2040948亩，年均种烟

102047亩，累计收购烟叶25770万公斤，年

平均收购烟叶1288万公斤，累计收购总额

186344万元，年平均收购额9317万元，累

计上缴产品税、农业特产税及附加55900万

元，年平均上缴2794万元。烟草产业的兴

起，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1984年至

2003年的20年间，烟草业为师宗的城乡建

设注入上亿元资金，为改善师宗城乡的教

育、卫生、文化、体育、交通、通讯状况起

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烟、

水、路”配套工程之后，全县的交通、水利

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保证了农业生产不误

农时，粮、烟连年获得丰收。

20年来，烟草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

势，派出大批科技人员，深入山区少数民族

地区，实行技术与物资配套，进行重点扶

贫，为上万户低收入的农民走出了贫困。

随着烟草业的兴起，烟草企业的管理也

日趋完善，财务管理上已告别了昔日过磅、

开单、记账的手工操作时代，全部实行微机

管理。从1999年起，各站点全面推行半封

闭和全封闭聚约式收购模式。

为强化烟草专卖法执法力度，净化和规

范“两烟”市场，烟草专卖管理队伍，在专

卖办的基础上，增设了“两烟”稽查大队、

卷烟进出省报到站，组建了卷烟配送中心，

配备了配送员、访销员、市场协管员30多

人，在规范市场中规范了协管人员的行为，

使市场沿着法制的轨道健康运转。

烟草这一特殊商品，由于高税利的特

性，一向被社会各种人所关注，违反专卖法

规的涉烟案件时有发生，为使企业在营销过

_]



概述

程中正常运转，除加强外部管理外，着眼点

放在建立内部制约机制上，烟叶收购实行按

合同收购管理，烟叶调拨，卷烟批零销售、

工程招、投标⋯⋯中相关的纪律都有明确的

条文规定，同时还建立了“预防经济犯罪指

导委员会”，不断对领导和广大职工进行定

期或不定期的法纪教育，用法律规范人的行

为，用道德唤醒人们的良知。近年来，公司

结合企业的实际，认真制定和修改精神文明

建设的规划和考核办法，对申报的文明单

位，配合有关部门，组织考核验收，巩固和

发展已取得的成果，推动精神文明向纵深发

展。

师宗烟草经过57年(1946—2003)的

艰苦探索，尤其是公司建立以来这20年的

努力，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仅以固定资产为

例，1984年各烟叶站所用的仓库、宿舍、

办公室均向供销社租用，经济作物公司的仓

库、宿舍以19万元价拨烟草公司使用，从

烟草公司实现利润中以10％给予供销社三

年补偿。系统收购烟叶所用的仓库，职工宿

舍、业务用房，上级批给基建指标，所需资

金向农行贷款建盖，到1985年止，全县烟

草系统有固定资产总值约213万元，公司依

此进行运转。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到

2003年底有固定资产14961万元。

20年来，通过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发

展、积累，用自己的汗水，使烤烟生产成为

举足轻重的产业和赖以平衡地方财政预算的

顶梁柱。当我们追述烟草发展过程时，人们

会清楚地看到，为这一事业奋斗的人们，有

的已是两鬓班白j有的早已辞世，然而，他

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却为我们当代乃至后代

烟草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无形资产，这笔无

形资产将激励我们去探索烟草的未来。

公司在获得经济效益中，正确处理国

家、企业、职工的三者利益，不仅关注在职

职工的利益，而且关注离休、退休、退养职

工的利益，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多年来同在职职工一道，组织他们到国内外

参观、考察，分享企业改革的成果，安度幸

福的晚年。

“水为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峰”，

师宗烟草人，发扬“溪流人海”的企业精

神，不惧蒸发与渗透，勇往直前。在几十年

的探索与拼搏中，视“诚信是企业生存之

本”为企业的格言，靠以人为本的凝聚力打

造自己的品牌，视客户满意为自己工作的最

高标准，这就是师宗烟草企业的个性。这一

个性所创造的价值，使她于1998年步入了

全市、全省“纳税大户”的排行榜。凭着她

的诚信打造出的品牌，不仅引起了玉溪红塔

集团的关注，而且受到中烟公司南京烟厂、

美国德孟垮国烟草经销商的亲睐，在省、市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达成协议，德勐公司在师

宗建立万亩优质烟生产基地，按国际化标准

生产无公害优质烟，产品经检验合格后由德

孟、中烟公司运往南京卷烟厂替代进口优质

烟，从此，师宗烟草首次走出了国门。我们

坚信师宗烟草定能再铸辉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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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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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烟草公司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

“司令”、“多福”、“黄雀”、“美人”、“飞

鸟”、“双喜”、“白鹤”牌卷烟。

《云南省烟草志》记载：明、万历年间 民国20年(1931年)

(公元1599—1619)，外来烟草经印度、缅甸 经云南省主席龙云批准，发布云南省政
和国内邻省传人云南。 府训令第18号，通令全省适宜种植美烟的

通海、师宗、罗平等34县县长，广集美烟

湟 种子进行试种。
，月 一’⋯’一一。

民国31年(1942年)
乾隆30年(1765年)

设里街赶集者千人以上，有来自湖南、
师宗县高良乡六鲁村王小恩的始祖携带 湖北、广西、贵州等地的客商。窝得、坝

烟种，从贵州迁入，种植土烟，随之在六 林、六鲁、六朋等村寨村民逢集市日，将晒

朋、坝林、窝德、设里等地种植土烟，质量 烟(又称土姻)运到集市交易的约1000公

较好，在省内外享有盛名(1963年六棚、 斤芹右。

六鲁划归罗平县)。

民国35年(1946年)

宣统3年(191 1年)
云南省财政厅长杨文清来师宗号召栽

设里街上市场交易的土烟1块银元可买 美烟。

1．5至2．5公斤。3个铜板可买O．5公两黄 师宗黎家坝村唐兴方从玉溪黄罗屯村亲

烟。 戚家带回烟种、育苗、移栽烤烟900余株，

自建烤房一座，烘烤后运到玉溪、昆明等地
胜g雇譬

中华民国
硐卧

4

民国36年(1947年)

民国6年(1917年)
师宗县城的徐世俊、李春晏、设业的杨

师宗城内李荣新开始销售卷烟，出售过 植昌，大查拉村的唐正清，石洞村的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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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白马村的陈绍荣等25户栽种美烟。 级收购。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1953年

师宗县县长张春晖向省民政厅呈报该年

度lO个乡种植美烟250亩，请求拨给经费

2250万元国币，省拨付后，该款未用于发

展美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

1950年5月，师宗县贸易公司成立，开

始经营卷烟业务。

是年，云南省农业厅从玉溪派师傅王家

兴来师宗指导推广种植烤烟。中共师宗县

委、师宗县人民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提出

的“为争取财政经济好转而奋斗”的政策

中，开展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及调整批零差价，鼓励小商小贩经

营卷烟。

营。

1951年

师宗县财委决定，卷烟由贸易公司经

1952年

云南省农业厅杨士福来师宗检查烤烟生

产。

师宗县政府首次向淑足乡、新村乡、大

同乡、．黎家坝乡、劳改农场、县农场下达烤

烟种植任务，烤烟生产委托建设科主管。

8月，师宗财委决定烤烟、土烟以贸易

公司为主经营，供销社为代购单位。

云南省商业厅通知师宗县烤烟按7个等

高良、五洛河供销社收购的土烟积压过

多无法处理。后由师宗县民族代表团专题向

省人民政府反映后得予解决。

1954年

师宗县人民政府决定，烤烟实行国家统

一经营。

11月，曲靖专署计密083号文决定成立

师宗县烟草专卖事业管理所。12月，专卖

事业管理所改为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师宗批发

部，经营卷烟批发，实行专卖管理。

1955年

12月，师宗烟草专卖事业批发部改为

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云南省师宗县公司，撤销

批发部，继续实行专卖管理。

1956年

6月，成立师宗县农产品采购局，主管

烤烟、土烟生产、收购、调拨业务。

1957年

中共曲靖地委要求师宗县在以粮为主的

前提下，抓好以烤烟为主的多种经营。

8月17日，县财委根据上级指示，将

烟叶等级调整为9个级别收购。

1958年

中共师宗县委贯彻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

大会议精神，烟叶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大力发

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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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8月22日，曲靖专署财办发出《关于

当前烤烟生产情况和意见》中提出：级外烟

每100公斤，由财政补贴7元，一寸大的烟

片每100公斤，收购价为26元，蚕豆大的

小碎片烟每100公斤，收购价为18元。师

宗号召烟区，想尽一切办法，把级内、级

外、大片、碎烟j烟叉、烟尖全部收购起

来。

1960年

6月，师宗县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共曲靖

地委《关于当前烤烟生产几个问题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按时完成烤烟移栽面积，保证

烤烟质量，一律不准在烤烟地里套种其他作

物，在烘烤期间，做到片叶不丢，保证丰产

丰收。

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决定，把师宗列为

全省烤烟生产重点县之一。

1961年

10月，县委批准成立采购办公室，主

抓包括烤烟、土烟在内的农产品采购工作。

5月24日，曲靖专署财粮贸办公室通

知．国家每收购烤烟50公斤，奖售原粮10

公斤。

1962年

中共师宗县委贯彻中共中央中发(62)

516号文、中共云南省委(62)157号文精

神，烤烟本着因地制宜发展原则，适当扩大

一些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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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10月14日，生产土烟的六朋、六鲁、

当别3个管理区划归罗平八大河区。

1964年

师宗县人民政府成立烤烟办公室，由财

办领导，负责抓全县的烤烟生产、收购指导

工作。

5月，曲靖地委书记林 山深入师宗县

检查烤烟生产。

师宗县人民政府从玉溪地区江川县请来

贺德胜、业建林、普双建3个师傅指导发展

师宗烤烟生产。

1965年

中共师宗县委贯彻中共中央西南局

(65)西南发63号文件，对边远工矿林区卷

烟实行限价销售，减轻职工生活负担。

中共师宗县委确定：经济作物种植，坝

区以烤烟为主，要求每个生产队至少要栽8

至10亩。

1966年

中共师宗县委决定：在丹凤镇的文华、

新村、海晏建立机耕点，栽烤烟千亩以上。

中共师宗县委、师宗县人民委员会

(66)07号文件决定：坝区、半山区以烤烟

生产为主，河谷区、半山区以土烟为主，并

确定了烤烟专业人员。

中共云南省委(66)72号文件决定：

师宗列为全省32个烤烟重点县之一。

云南省调整烤烟收购价格，其标准由9

个级改为17个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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