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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

效，自唐朝以来，方志官修，保存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物

产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故编修方志被历代官府

当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

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积极

倡导修志。1987年，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

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泽被后世的千秋大业。”‘0乏一项认识过去、服务

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

重大事业。”

随州是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早在东汉初年(公元l世纪)

已有《随邑风俗志》传世。两千年来，修志工作一脉相承，历史上出现

过不同版本的《随州志》和《大洪山志》、《风物志》、《汉东楼志》等。

改革开放后，随州编修方志达到顶峰，先后编纂出版了新《随州志》、

《随县地名志》、各公社(今乡镇)社志、各行业专志、工矿企业简史计

70余部。当时，随州烟草行业尚在“襁褓’’之中，处于组建机构、理顺

关系阶段，暂未组织编写。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国

家跨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出现安定团结、国富

民强、科技振兴、经济腾飞、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的盛世局面，是编修方

志的最佳时机。烟草是舶来品，传入我国已有四百多年。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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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后，烟草已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立了烟草专卖制度，形成“统一领导、垂

直管理、专卖专营”的体制，烟草行业具有了与一般竞争性领域市场主

体不同的特殊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开宗明义：“为实行

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

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烟草行业在

以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指导下。不断总结经验，正

在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前进。在这样一个时期编纂烟草志，对于传承行业

历史、展示行业风貌、启迪行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实乃盛世之举。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烟草行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不断巩固和

壮大，编修烟草行业志的条件已经具备。国家烟草专卖局(总公司)作

出了全行业修志的总体部署。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于2001年作

出具体安排。随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遵照上级的部署和安排，组成

编纂委员会和修志专班，于2002年．2月开始《随州市烟草志》的编纂

工作。历时五年，经省局(公司)烟草志评审委员会终审付梓。这部志

书的出版，填补了随州市无烟草行业志的空缺，对我们学习、借鉴历史，

促进随州市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为了确保《随州市烟草志》的质量，使其具有

真实性、科学性、专业性、可读性，修志人员不辞辛劳，广征博引，先

后收集市内外涉烟历史档案、史志文献、统计年鉴、报刊典籍等原始资

料近万份，计五千余万字；采访市内外相关单位和知情人士百余人，收

集口碑资料、实物资料三百多件。经过分析鉴别，筛选归类，整理编纂

了长达五百万字的《随州市烟草志资料长编》。以《长编》为基础，修

志人员经过分篇撰稿，全书统稿，形成遥审稿。在初审、综合评审、终

审过程中，八易志稿，反复修改定型，体现了众手成志，志贵于修的原

则。

《随州市烟草志》作为行业志，在地方特色上，突出了历史建制变

更因素，在辖县资料不多的情况下，突出展现以随州市(县)为主、广

水市(原应山)为辅的历史轨迹。由于随州卷烟工业不发达，烟叶生产

历史虽长，但规模小、起伏大，所以本志突出卷烟经营和专卖管理这条



主线。在时代特点上，过去有烟节祭祀、吸烟礼数等文化现象；现代有

经营效益快速增长，利税贡献突出的业绩和捍卫烟草专卖法规的先进人

物等。我认为《随州市烟草志>较好地突出了以上特点，且语言简洁流

畅，可读性较强。

谨以为序。

随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皂长、(经理) 易≯烫夕舞二
二00六年十二月八日 J

’



别人物、事项延至2006年。 ．‘

四、本志地域空间：以随州市(原随县)为主体。因建制变迁，2000

年6月25日前为随州本土(今曾都区)，2000年6月以后含有广水市。

五、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目下分层次记述。以述、记、

志、传、图、表、录为表述形式，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大事记为编年体；对随州烟草行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英模立

传，已故离休人物立传略，在世的局(公司)领导成员作简介，中层干

部列人物名录；各种统计表、示意图等随文附在各篇章之中；政区图、

相关照片为图录，加以文字说明，列入本志正文之前；重要文献、荣誉

称号作附录列在本志之末。

七、本志年代表述：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并注明公元纪年：民国年

号和公元纪年并存，民国年号后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在正文中连续出

现时只注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含人名、地名、．官职、党派、机构、品

牌名等，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一律不加褒贬定语。容易引起歧义

之处加注说明，使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全称后予以提示，已约定俗成的



简称，不注。

九、本志货币按当时币制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旧人民币

括注，或换算为新人民币币值。

十、计量单位除烟叶按行业习惯用法外，一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在出现非规范计量单位时均加注说明。

十一、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简化汉字。引用典籍时，

保留原文文体。

十二、本志使用的资料以历史档案为主，部分采用书、报、刊和口

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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