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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特区烤烟自30年代后期就开始种植，迄今已近60年，是贵

州省最早的种烟区之一。但由于受到各种原因影响，烟草生产几起几．．

落，极不稳定。中国共产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烟草事业得以

正常发展。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势与科技兴烟的普及，我区产的清香型

优质烤烟及卷烟销售量与效益被列入全省先进行列。中央电视台曾来、

盘采访拍片向全国播放，烟叶供不应求畅销省内外，烟草的稳健发展，

为我区经济振兴创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o
‘

‘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形势

下，我区烟草行业自觉转变生产与经营机制，以全方位、高起点开发‘

科技提高烟质，以优质的服务工作与质佳的产品在市场公平竞争中

求胜。今逢盛世，《盘县特区烟草志》得以面世，实是一件令人欣喜

值得庆贺的事o

为惠及当代，给决策者提供参考、供烟草工作者借鉴、以及启迪后

人，根据省、市下达任务的精神，我们将全特区烟草生产、经营、管理的

历史，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收集记叙编纂入“志’’(上限为1 938年，下．．·‘

限到1 992年)。本志以事实为基础，以科技为重点，是盘县特区烟草。

行业具有系统性，历史性、科学性、专业性、知识性的一部资料书o ．’’

、《盘县特区烟草志》在中共盘县特．区’党委、特区政府领导和省、市烟

草局、公司指导帮助下编写的。但由于涉及面广，“两烟"技术性较强，

还纵横到社会、政治、经济、工农、科技自然筝多学科，加之我们水平有

限、难免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o
、

．

；、

‘

’

．高峰吴忠云

，‘

’
． 一九九六年八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盘县特区烟草业的历史和现状0

二j本志记事上起清乾隆三十年(1 765年)，下迄1 992年。

三、本志主记烤烟生产的种植及购销活动，卷烟的经营及烟草专

卖。并从地区特点出发，设专章记述晾晒烟o 。- ，

四、为增强志书可读性及研究价值，本志较多地附录了研究文章和

工作文件o ．．

五、本志资料除特区烟草公司提供之外，并广泛从省、市、特区各有

关部门征引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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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盘县特区位于贵州西部，地处东经1 04
o

1 7
7
46∥～1 04

o

57
7

46∥，北纬25
o

1 9
7
36∥～26

o

1 7
7
31∥o西与云南曲靖地区的富

源县、宣威县接壤，北与水城县、东南与普安县、兴义市交界，隶属六盘

水市，东西最宽66公里，南北最长1 07公里，总面积4056平方公

里o 1 9 9 2年辖37乡(镇)，746个行政村，总人口近1百万，有汉、彝、

回、苗、水、黎、布依等27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1 4．6％o

特区地处云贵高原向黔中高原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

部低、中南部隆起。全境以高原山地为主体，为珠江水系，南、北盘江分

水岭。溶洞密布，河谷深切，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到此考察漫游时，曾

赞美境内的秀丽山色为“人间仙境、地上奇观"o境内属中亚热带季风

湿润气候区，因受季风影响，全年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

如春，年均温1 5．1℃，最热的7月平均温度只有21℃左右，5～9月气

温的曲线为“平顶型"(1 9～21℃)，为产清香型优质烟的理想气候。年

均降雨量1 400毫米，雨热同季，光照充足，年均日照时数1 500～

1 700小时，太阳总辐射能为1 04千卡／cmz，日照率38％o无霜期

27 5天。；
’

境内煤炭资源丰富，为“西南煤海”之重要组成部分。全区耕地总

面积2 20万亩，旱耕地以微酸性、含钾量较丰富的黄棕壤、黄壤、紫色

土为主，多数分布于海拔1 600．-．-1 800米高度o

‘盘县种烟历史悠久，早在1 7世纪群众就种有晒晾烟，20世纪30

年代后期开始种植烤烟，是全省种植最早的地区之一。民国时期一般

年产30----50担，大部分为民房明火烘烤，烟质极差。

夕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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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县特区烟草志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烤烟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很重

视o 1 9 51年创造了上等烟占总烟51％的好水平；1 9 56年全县担均价

近50元，居安顺地区1 9个县第一名o 1 9 57～1 9 66年为全县烤烟稳

步发展时期，被安顺地区列为发展重点县，1 9 59年总产1．24万担，首

破“万担"关，1 9 67～1 986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与机构变更

(建特区)等多种原因，烤烟生产长期徘徊不前o 1 987,--"1 992年，在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区党委把烤烟列

入振兴经济“粮煤烟牧林”5字方针来抓，并制定了扶持烤烟生产的优

惠政策，加之烟草公司的大力投入(仅1 992年投入41 4万元)，农民

种烟积极性高涨，这6年是烤烟生产“快速增长时期"，1 992年总产增

到9．86万担o ．

特区烟草公司1 984年组建以来，全体职工辛勤工作，使“两烟’’生

产、烤烟产量连续8年刷新纪录，1 984年至1 992年共收购烤烟40．8

万担，超过公司组建前47年产烟总和2 5万担的半倍多；卷烟销售量

多年名列全省前茅，1 9 92年销售1 79 21箱，金额近3千万元o 9年

来，“两烟"效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除向国家上缴税利2千万元外，公

司的固定资产已达1 476万元(含复烤厂)，是1 984年组建时的67．9

倍。由于自然条件的独特优势与科技兴烟水平的不断提高，境内产的

清香型烤烟以质优闻名，多年来畅销省内外o



qL

大事记

大 记

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

境内盛种晒晾烟，并引种到云南罗平、师宗。

1925年(民国14年)
，

盘县并设烟酒公卖栈。烟酒税上缴省财政厅。

1938年(民国27年)

县人蒋葆初，在小河头种植烤烟，并在该地张家祠j堂开办一小

型手工卷烟厂。年产卷烟1 600余条，产值2400元(法币)，1 9 46

年停办o
。

·．
．

1947年(民国36年)
’

，

； ’’

． 一·糯寨龙腾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影响，组织革命武装。以种植烤烟

为掩护，开展武装斗争，是年种植烤烟，产32．7担。亩产仅27斤。

，

’

1948年(民国37年)

龙腾霄烤烟种植发展到250．3亩，总产56．8担，并开始建烤房进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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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特区烟覃志

行烘烤。

是年种土烟(晒晾烟)5500亩，总产35．2万斤。

是年县人谢衡，在城北郊大桥边办一手工操作的卷烟厂，年产香烟

约8百条，价值240元(银元)，1 949年停办o

1949年

1 2月盘县解放。

是年，全县种植烤烟1 00亩，总产40担。

’

1951年

全县种植烤烟68亩，总产41．担。烘烤试验成功。

1952年

县供销社开始收购烤烟，当年收购36担。

是年县农场试种烤烟3亩，产2百斤o

1954年

省商业厅下达烤烟9级制收购标准，但全县1 953～1 955年连续

3年没有种植烤烟。

1956年

省商业厅将烤烟收购标准改为1 6级制。

是年，县人民委员会下达烤烟生产任务，明确技术干部王国枢(原
·4‘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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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科，后农推站站长)负责抓烟，到1 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止。

县供销社先后派屠希榜、卜正江两人抓烤烟生产。

是年，县成立农产品采购局，接管烤烟生产、收购业务。当年收购

烟叶733担、总值3万余元o

’是年，安顺专区1 9个县收购烤烟，盘县担价47．38元、居第一名，

上等烟占38．81％，也居第一位o

1957年

农产品采购局与县供销社合并，烤烟业务归县供销社负责。当年

收购烤烟2704担，首次突破收购千担关。

、

1959年

～ ，

烤烟生产首破万担关，总产达1 2409担。烤烟单价达41元，超

过老烟区单价水平，老厂、羊场公社平均单价50元以上，单产也达

300斤，为全专区高产优质的标兵。

是年1 2月，安顺专区评出经济作物先进单位，盘县及羊场公社营

兴生产队，获烤烟生产先进集体称号o ．

1960年．

7月，农业局王国枢研制成功“盘县60式地下暖气道烤房”o省农

业厅在盘县召开全省“暖气道烤房”现场会，得到遵义、毕节、安顺等地

州与各产烟县的专家及代表们的称赞；省农业厅认定盘县搞的“暖气道

烤房”是当时省内最先进的烤房，要求各地学习与推广o

9月7日，省转发国务院通知，烤烟收购价提高40％o

是年，全县烤烟总产1 731 8担，比一上年增产39．56％o



盘县特区烟草志

‘

1961年

． 烤烟种植面积由1 960年的1 9509亩下降到．2880亩(减少面积

85％)，总产271 2担、仅是1 960年的六分之一。 ．。

1963年’
i

烤烟总产量恢复到1 21 83担，是1 961年的4．5倍o

1964年
●

中国糖业烟酒公司贵州盘县公司成立，负责县内卷烟经营业务。

是年，安顺地区农业局包蓝芳、马一鸣，到亦资区大海大队建烤烟

样板点，盘县王国枢、余祥林(后有张富饶)等人参加。省农业厅经济作

物处周大友、胡纪贵等烟草科技人员，来盘县指导o

1 965年，省烟草质检专家钟仕儒来盘县滑石、鸡场坪、亦资大海

等地，现场传授分级扎把技术o‘
‘‘

是年，烤烟总产首破“两万"担大关，总产22456担，比1 964年的

1 4047担增5‘9．9％o．‘ ．

是年，亦资公社大海1队队长施世达，参加兴义地区烤烟会议，被

评为“种烟能手’’称号o

是年，地区刘仲饶：周丕逊等专家，曾来盘指导o ，

是年，《轻工业科学技术通讯》烟草专册第1 2期，刊登县农业局余

祥林的文章《妥乐村连年培育烤烟苗壮苗足的几点经验》，这是盘县烟

草技术文章第一次被全国性刊物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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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县供销社为解决烤烟生产单位的困难，发放预购定金7．8万元。

是年烤烟总产27290担。、

是年，余祥林撰写的《大海大队烤烟烘烤经验》，7月20日被《贵州

省科技报》刊登。
‘+

．。

1967年“

‘十里坪公社，县区社烤烟样板田工作组，技干余祥林、李大义、卜正

江、河南烟师2人与区社干部张中凯、李茂高等，在十里、糟石板、左坡

等生产队，首次试搞低凹盘式苗床与催芽播种成功，面积6：，1亩，解决

了烟苗不足与晚播适时移栽问题。

l

’

1970年

特区于1 2月与盘县合并，建立盘县特区，隶属六盘水地区。

是年，省召开经作，畜牧会议，《盘特鸡场坪公社新村7队烤烟优

质高产调查》，被作为会议材料之十二印发，作者余祥林在会上作了经

验交流发言o

．1974年
●

省计委通知，烤烟收购1 6级制改为1 5级。

是年全特区总产烤烟3944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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