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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靖县烟草志》是一本记载从明代万历五

年(公元1577)起，至199t年止长达400余载的
烟草史册。它的问些，无疑将对保靖县烟草事业
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保靖烟草，历史悠久，长期以来，虽然历代。
封建王朝和当今世界有“寓禁于征”之举和“吸

烟有害”之议，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时代的变

迁，人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种者日广，吸者

日众，而且烟厂规模愈来愈大，卷烟设备愈来愈
精，经营销售愈来愈广，吸食档次愈来愈高。普
遍反映：烟草虽有污染空气，影响健康、浪费资
金、减少粮食之害，但又有解毒镇痛、驱虫止
痒、祛瘴治寒i滞气停痰、提神醒脑、遣寂除
烦、增收增税、．交朋接友之能。时至今日，为国
家财政创税、为企业盈利、为广大烟农脱贫致富

奔小康，更是一项吹糠见米‘落地生根、本小利

大、多快好省的短平快项目。因此，’全县各地因



势利导，因地制宜，长抓不懈，一抓到底，力争
烟叶生产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个新台阶。

《保靖县烟草志》，以传统的方志体例，丰
富的烟草史料，‘存真求实的原则和严谨朴实的语
言，如实地记述了保靖县烟草在历史长河中的兴
衰起伏，经验教训．同时，在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指导下。又重点突出地着笔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共保靖县委、保靖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烟草生产，蓬勃发展。特别是实

行改革开放和烟草专卖之后的史实，其内容有种
有收、有购有销；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有褒有
贬，有誉有毁；有营有管、有章有法。以事系

人，以史育人。因此，不论是烟草工作者或烟草
种植者、烟草经营者和烟草消费者都值得一读，

藉以从各个侧面，权衡利弊、明辨是非、取长补
短，吸取教益，进而达到观今鉴古、鉴往知来、

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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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烟草志，不仅是烟草系统史无前例的创
新，也是我国地方志迅猛发展的创举。它对继承
历史传统，造福千秋万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追溯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地方志孕育于汉
晋，成型于两宋，发展于元明，昌盛于清代。

，及至当代，发展更广，’省州县局，遍地开
花。可以断言：盛世修志，已达登峰造极、空前
高涨之境地。

有鉴于此，保靖县烟草局，在省、州烟草系
统的统一部署下，立即建立“保靖县烟草志编纂
领导小组”，组织写作班子，通过订编目、查档
案、访口碑、搞外调、广征博采，反复核实、精

心编纂、严格审查，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历经两
年、一鼓作气，完成志稿编纂任务。全志共7章20

节13万余字．它记述了从公元1577年一1991年
共414年的烟草史料。编纂中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遵照“志为信史、存真求实， 。详今”

，



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集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于一体，寓褒贬誉毁于史料之中，运用记
述、志、图、表、录、影等多种体裁，记述了烟

草发展的兴衰起伏的全过程，显示了志书“资治、
教化、存史”的多种功能，基本上达到了“观点

正确、史料翔实、体例得当、特点突出、文笔锍
畅”的标准和要求。

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始终坚持“寓禁于

征、以税代管”的政策，烟草备受歧视，在历史

档案中亦很难找到有关史料，以致在编纂中难免
有断线缺项之不足。

’

古人云：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望我烟草同仁认真

阅读，藉以从中吸取教益，增长才干，精通业
务，提高素质，为人们共同评价的“国库奶牛”、

“财政支柱”、 “摇钱树”、聚宝盆”的烟草事

业而尽职尽责，从而促使我县的烟草事业在现有

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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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保靖县烟草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指导下。坚持靠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

编纂的。

二、本志遵照“事以类从、横排纵述、图表

穿插、文影结合”的体例进行编纂的。除概述、

大事记、附录、附记外，设7章2 3节12万字。 ·

三、本志上限为明万历五年(1 577)，．下限
至199 1年止，个别内容稍有突破。

四、历史纪年，明、清朝代用中文，批注公
元，民国以后则以阿拉伯数字记年。

五、计量单位仍按长期使用的担、斤、箱，
条、元计算。

六、史料来源：州烟志办、县档案局、统计
局、党史办、县志办、民贸局、供销联社、本局，
并辅以部分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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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保靖县地处云贵高原东侧，湖南省西部，武
’

陵山脉中段，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东
径1 09。12‘至1 09。50’，北纬28。2 4、至2 8。55‘，

东西长62．7公里，南，匕宽57．4公里。东邻永顺：

古文，南接吉首、花垣，西联四川秀山，北界龙

山县境。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始

名迁陵，几经变易，至清雍正七年(1 729)实行

改土9j流后，更名保靖。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诬为“武陵蛮”、“五溪蛮”、

“苗蛮”、 “土蛮”和“贫、愚、乱”的地域，

政治腐败、经济贫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新

中国建立后，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

命、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运动，使保靖发生

了翻天地复的变化，但在全国而言，仍属老、少、

边，穷地区。至1985年，人平纯收入仅1 90元，．是

全国127个特贫县之一。

保靖又是一个种植烟草、历史悠久的农业

县。早在三国时期，即有“黄金草”(即烟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野生繁殖，可以镇痛解毒、治风祛瘴，但无人种

植，更无人吸食。明万历五年(公元1 577)从泸

溪传入保靖，但种者不多，吸者亦少，发展速度，
极为缓慢，年平不足200亩，迨至清代，逐年增、

多，年种烟400亩左右，清末，始有给悃铺之设，
年产丝烟1 5000斤，及至民国，种植日广，并由自
种自食、自给自足逐步转为小量商品生产，自由

种植，年平1000亩以上。但国民政府出尔反尔，

自相矛盾，既有少种禁种训令，又有烟酒公卖局、

印花印酒税征支局之设，美其名日：“寓禁于征，
宫督商销”：抗日战争爆发后，生灵涂炭，百业

凋弊，安徽等地烟商避难来保靖，始创手工卷烟，
并成立县烟类同业公会，烟草种植相应扩大，年

平种植1 300亩，产烟1200担，加工丝烟儿000斤，

加工卷烟25000条。在购销方面亦较为活跃，县内

墟场贸易普遍有烟草上市，但不能满足县内需求，

乃由烟商从四川的秀山、邻县花垣的茶洞吉洞坪，

吉首的马颈坳等地购进。由于保靖地处湘鄂川黔
四省边缘，且系酉水通往沅陵、常德、武汉等地

的必经港口，商船往来频繁，丝烟极为畅销，县

内手工卷烟，亦占领县内市场，因此一度形成烟

草事业生产、加工、经营的旺盛时期。但在解放

前夕，由于匪忠兵变的滋扰、外地卷烟的复兴，
2



保靖烟草事业受到严重冲击，以致出现烟叶减
产、卷烟歇业，购销市场萧条冷落的局面。
1949年11月7日保靖解放后，通过土地改革，实
现了．“土地回老家”．、 “耕者有其田”。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自主经营，大种烟草，

1956年，首次突破2487亩、产烟1840担的新纪录。
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洪流中，手工卷烟、丝
烟加工先后被纳入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保靖烟

酒专卖公司成立，-但为时不长，在1958年的精简

机构中并入副食公司，从此，烟叶生产分别由农
业局经作股、供销社培植股负责，烟叶购销由县
土产公司、乡供销社经营，卷烟购销业务则由副
食公司接管。在此期间，烟叶有较大发展。1967年

部分乡村农户自发引种烤烟，1972年县土产公司

从河南省襄阳、新田引进，在比耳、毛沟、阳朝试

种成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农业生产

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指示的深
入贯彻，通过退耕还经，t982年烟草种植6992亩，

创历史最高纪录。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
卖条例》，次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烟
草生产、经营进入迅猛发展阶段。1985年从浙江
新昌县引进香料烟，自此晒烟锐减，烤烟、香料

烟占领全县烟草种植的主导地位，至1990年，更
8



是成倍增长，飞速前进，一举跨过种植11506亩、

产烟12600担的“双万”大关。分别是解放初1950

年1448亩、869担的6．2倍和1 3．5倍。据统计：1985
—199 1年共为国家创利税505万元，占同期县财政

收入的11．5％，为农民增加产值489万元。特别是
香料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不仅分布广、面积大、
产量多，而且质量居全国前茅。经中国烟草总公
司郑州烟科院和中国烟草业标准质量检测中心站

检测化验，在全国29个香料烟种植县中，保靖香
、料烟不论外观内质居全国前列，香型、香气、浓
度还超过泰国香料烟水平。

实践证明：保靖县烟草事业是在“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指导下，经历了

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不

自觉到比较自觉，由自种自食到商品生产，由典

型示范到大面积推广，由传统栽培到规范化生产
‘

的过程。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

少到多，循序渐进，不断探索，不断提高，不断
创新，不断前进。它的发展是县委、县政府及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和广大烟农艰苦劳
动、科技人员精心指导以及各行各业相互协作、

大力支持的结果。1 9 79年，县成立多种经营办公

室；1983年，国务院颁布《烟草专卖条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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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发展商品生产的指示；同
年，保靖县建立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县人民

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强烟草管理的布告》，实行
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一条龙，统一管理，统一
经营；1985年，县烟草公司上划湖南省烟草公司
管理；1988年，县成立“三烟”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专抓“三烟”(晒烟、烤烟、香料烟)生

产；1989年，县、区、乡、村四级领导儿3人办三
烟示范点，面积77 00亩；1990年，中国烟草总公’
司派郑州烟草科学院武国俊工程师等科技人员深。

入保靖县阳朝乡办香料烟规范化生产试点；同年
8月9日，全国优质香料烟综合技术研究现场验

收会在保靖召开等等，为保靖烟草生产的发展起
到了鞭策、鼓舞、指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

同时，州、县又相应采取了“切实加强领导、五

长(县长、区长、乡长、村长、组长)齐抓三烟”、
“制定奖励政策、保证奖励兑现”、 “层层培训

骨干、实行科技兴烟”、 “大力扶持贫困，积极

排忧解难”、“实行合理布局、推广规范生产”、

“组织各行各业，协力齐抓共管”等措施。据统
计：共为烟农生产生活方面，解决粮食补助1 12万

公斤、资金1 14万多元、专用化肥775．4吨、专用农

药3295斤，地膜16．5吨，优质烟种350公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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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75人，联合检查2 1次，召开边区协作会

议6次，特别是组织州、县社教工作队深入村

组、深入田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三烟生

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组织基础，提供了
技术、物质保证，为保靖农民脱贫致富．．财政创
收开辟了新途径。人们普遍反映：种植三烟是花
工少、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国家增税收、农

民得实惠、各行各业都有利的“短平快”项目。

同时，又为卷烟工业提供了原料，促进了烟草工

业的发展和烟草企业的兴旺，经济效益逐年上升，
1 985—199 1 9-共收购烟叶43 169担，购进卷烟

57410箱，年均分别为6164担、8201箱，分别是
1 983年的3．8倍、5．4倍，销售卷烟59 208箱，年均

8458箱，比1983年增加3．4倍。其主要经验是：认

真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条例》，强化烟草专卖管
理，扩大农村卷烟委批网点，保障县内市场供

应，合理经营品种结构，灵活批发起点，改善服

务态度，克服官商作风，加强经营核算管理，加

速资金周转，特别是通过整顿党风，推行廉政建
设，建立实行“五带头”、 “五不准”等制度和

6条职业道德纪律后，成效更为显著。

“烟草是个金娃娃，治穷致富全靠它”，这

是全县各族人民对发展烟草生产的总结，也是对



今后继续发展烟草企业的内心要求。同时长期实
践证明：保靖发展烟草事业还具备了天时、地

利、人和的优越条件，具体而言：
一、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和适宜的自然条

件。全县有旱土耕地面积1 15045亩，据土壤普查。

其中适宜于烟草种植的黄土夹砂、红黄壤砂土及
黄棕壤砂土面积共有65534亩，占旱土耕地总面积
的56．96％，另有2万多亩荒山亦可开垦种植。从

气候条件看：．保靖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县内气
候温和，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

均气温为16．1℃，日照为1279．1小时，降水量为
1 399．2毫米，蒸发量为996．2毫米，相对湿度为
8 l％，无霜期长达288天，4—6月为雨季，降

水量为589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42％，日均照

为20．2℃，日照为32 7．8小时，故有利于烟草的

生长。7—9月，少雨干旱。降水量为400毫米，
日照为541小时，占全年42．2％，日均温为2 5．2．c。

蒸发量为428．8毫米，又有利于烟叶采收调制。
二、有长期积累的种植经验和一定素质的科

技队伍。保靖从明万历五年种烟起，至今已有410
余载的种植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约
有70％以上农户自种自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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