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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来黄冈有数年，已深深眷恋着这块土地，这是因为：黄冈是一片

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黄冈人民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诞生了董

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组建或改编了红四方面军、

红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四支革命武装力量，在残酷的革命

斗争中，有44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走出

了两百多位将军。

黄冈是一片拥有丰厚自然、人文资源的富饶之地。这里花岗岩、石

英砂储量大，品位高，油料、蚕丝、水产、板栗、茶叶、药材等特色农

业声名远播。东坡赤壁、大别山森林公园、五祖寺、四祖寺、李时珍陵

园等名胜景区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一定影响。

黄冈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投资热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黄冈的

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黄冈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

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坚持“全党抓经济、重点．t瓜x-业、突出抓招商、

着力抓环境”的工作思路，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一起抓，总量扩张

与结构调整一起抓，培植了一批骨干企业和支柱产业，使黄冈经济社会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进入新时期，英勇智慧的黄冈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块充

满希望的土地上，编织着黄冈美好的未来，奉献出了一串串璀璨的明珠。

烟草行业就是其中闪亮的一颗。

烟草自明末清初传入境内，不久即成为种植业中的主要经济作物，

为黄冈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清末民初，种植面积已达



10万亩，最高年产销量12．1万担。著名的黄冈名晒烟于1915年、1927

年两次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获奖。20世纪70年代，黄冈仍为湖北烤

烟主产区。1977年面积达12万亩，总产24．9万担，创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浠水县曾连续4年产量超lO万担，成为全省4个产烟大县之一。在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下，黄冈红安卷烟厂于

1981年成立，历经20余年艰苦创业，建成年生产能力达20万箱的环保

化、花园式工厂，所产“闯爷，’、“龙乡”成为“全国优等卷烟”。1984

年成立黄冈烟草专卖局(公司)后，黄冈烟草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

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到2003年，全市烟草系统国有资本已达5．5亿

元。当年实现税金2．91亿元，占全市工商税收的18．4％。1984—2003

年，共缴纳各项税费30．4亿元，成为黄冈财政、经济重要支撑。

这次市烟草专卖局组织编纂烟草志，对于总结烟草四百年历史和规

划行业未来发展，对于促进全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

重要意义。我坚信，全市烟草系统干部职工一定会在今后工作中，继往

开来，开拓进取，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严管理，扩销售，增利税，

再创优良业绩，为烟草行业的发展、为黄冈的振兴崛起，作出更大贡献。

值此《黄冈市烟草志》付梓之际，欣然命笔，书此为序，予以祝贺!

、 中共黄冈市委书记

二oo六年九月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述境内烟事发生、发展的运动轨迹。志中取用系统、完整、

翔实的资料反映烟草行业对区域经济和现代文明建设的贡献。

二、本志断限上起烟草入境之时，下迄2003年(人物下延到2005

年)。取材本于详近略远，详独略同，详主略次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烟草行业建制、实行专卖专营之后。内容

主述地区(市)局史事，兼及县、市、区、厂情。

三、体例结构分篇、章、节、目、子目、细目六个层次。以目为中

心。篇、章、节前冠以“第”字，目与子目序号为“一”、(一)。

四、表述为记述体、语体文，采用记、述、志、传、录、图、表七

种形式。主体文字记述合一，表、图穿插其中。特有、独立及不能与同

类烟事构成并列关系的以史法纵写，设专记，置于书后。大事记编年体

与记事本末体并用。述分概述、无题序两层，且以史法综合、概写，总

览志书全貌，提示重点、特色和大要。彩图集中编排，置于正文前。

五、纪年，清代前历朝先标朝代年号，再注公元某年。历朝名称重

复出现省去其名，直书某年。其年书写先用中文数字，再以括弧注公元

年份。民国除元年外，概用公元纪年，不书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律以公元纪年。某世纪、某年代首次出现全面书写，后省去“某

世纪”，直书某年代。

六、专用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作“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简作“中共”；黄冈地区(市)烟草



专卖局暨湖北省烟草公司黄冈分公司(市公司)，简作“地区局”、“市

局”、“分公司”(“市公司”)。“县级公司”系指县、市、区公司，且不

用括号夹注“局、分公司、县公司”。政区隶属和组织机构名称与地名

依据历史沿革使用原称，必要时加注。

七、数字书写用阿拉伯字，直书绝对数。度、量、衡及货币用标准

单位，如米、平方米、公斤、万公斤、元、万元、亿元等。烟叶种植面

积与产量用亩、万亩、担(100斤，丝烟单位同)、万担。卷烟计数为箱

(50000支)、件(10000支)、条(200支)、盒(20支)。1955年3月以

前的人民币已换算为新币值。

八、入志人物概取近代、现代、当代烟事人物，排作传略、名录、

表三层。

九、本志取材主要来自馆藏图书、档案和县、市、区烟草志资料长

编，少数取于采访口碑。引文多用夹注，少数文艺作品照录原注。其他

不言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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