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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漳平市位于福建西部，九龙江北溪上游。明

崇祯(1628,'--,1644年)初年便有烟草种植，是闽

西历史上较早引入烟草种植的区域。经过长时间

的起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特

别是1983年国家对烟草业实行专卖管理以来，漳

平市烟草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已经成为闽西烟草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同闽西烟草的享誉，飘

香海内外。

以陈仁桔、卢南成为组长的《福建省漳平市

烟草志》编纂领导小组，于1993年3月开始，进

行了，认真的编纂工作，从漳平烟草历史的起源、兴

衰、演变、发展等过程，作了深入地调查研究，收

集了大量翔实资料，经过认真详细考证，数易其

稿，纂写了一部《福建省漳平市烟草志》。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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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专志，将对该行业工作的发展有着极其重

要的指导作用，也将对其他行业工作的促进有着

很好的影响。

《福建省漳平市烟草志》详细记载了漳平烟草

事业发展史实，突出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漳平市

烟草行业贯彻执行国家烟草专卖政策所取得的成

就。可以这样说，目前烤烟生产已成为漳平农业

经济的支柱项目之一。漳平市烟草事业的发展，为

全市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为漳平市农村经济的繁

荣作出了贡献。

《福建省漳平市烟草志》的问世，可以帮助我

们系统地了解烟草行业的过去与现在，也为各有

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因地制宜，适时发展烟草

事业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谨此《福建省漳平市烟草志》出版之际，希

望漳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和全

市广大烟农，从本市实际出发，继续发挥漳平优

势，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发展、稳定”的

方针指引下，开拓进取，为漳平市烟草事业的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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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努力。

I

中共漳平市委书记}7
1994年3月17日

(3)



福建省漳平市烟草志

序 二

闽西烟草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过去的晒烟

和现在的烤烟，其品质优良、色泽金黄、吃味醇

和、香气浓郁，名闻于省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漳平早在明崇祯初年就已引种烟草。建国前

后，晒烟虽有延续种植，但未成规模。1960年引

进烤烟，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烤烟逐渐得

以发展。’特别是1984年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

以来，漳平市烟草行业在专卖体制下，迅速发展，

现已成为闽西烟草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漳平烤烟生产具有三大特色：一是“向山进

单"发展。每年利用单季中稻田种烟面积占85％

以上，变一熟为烟、稻两熟，增加复种指数，既

解决了“粮烟争地’’矛盾，又促进土壤肥力的提

高，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
(4‘)



序二

积极措施。二是认真抓好品种更新，推广G80良

种，取得烟叶产量、质量的显著提高。三是在烤

房技术研究上卓有成效，研制的“平走式五道火

管烤房技术”在全区推广应用后，对提高全区烟

叶品质、节省燃料、降低成本等方面，取得显著

的经济效益，作出了一定贡献。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福建省漳平市烟草

志》编纂人员经过辛勤的努力，通过多方走访，查

阅大量资料，从古至今，认真考证，几易其稿，编

成此志。其篇目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

通俗易懂，是一部较好的烟草行业志。望烟草行

业的同仁能吸取其精华，为发展烟草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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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烤烟是漳平市重要的经济作物，卷烟销售是

商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福建省漳平市烟草

志》是《漳平市志》的组成部分，盛世修志，势

在必行。总结本市烟草发展历史和消费习惯，让

人们了解本市烟草发展经验教训，对研究探讨烟

草发展规律，科学制订烟草发展规划，将提供有

益的借鉴和启迪。

在龙岩地区烟草局和漳平市志办公室的指导

支持下，漳平市烟草局于1993年3月成立了《福

建省漳平市烟草志》编纂领导小组，全体编写人

员用一年的时间查阅历史档案，广泛搜集资料，走

访各界人士，经过辛勤工作，几易其稿，才成本

志。本志做到实事求是，层次分明，详今略古。书

中共设烟草种植、采收调制、烟叶收购、卷烟经
(6) ·



营、专卖管理、企业管理六章，重点记述国家对

烟草行业实行专卖体制以来的大事、要事。特别

是对本市种植、调制优质烟的规范技术作了详尽

的叙述，这对本市发展高优农业、创优质烟基地，

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漳平市为优质烟生产适宜区。漳平市烟草公

司成立以前，烤烟生产徘徊不前。1984年以后，烤

烟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特别是1987年推广种植

G80外引良种后，全市烤烟生产整体水平显著提

高，烤烟效益逐年增加，烤烟生产成为本市农村

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1993年全市种植烤烟241 6

公顷(36236亩)，收购烤烟254．32万公斤，上等

烟比例占19．63％。1992年漳平市烟叶送烟厂参

加质量评比，外观和内在质量均居全省榜首，本

市生产的G80烟叶为省内外烟厂所青睐。烟草部

门在抓好“科技兴烟"的同时，积极开展卷烟销

售活动。卷烟销售量由1983年的2039．85大箱增

加到1993年的1 0966．07大箱，增长5．38倍。两

烟经营的不断扩大，为国家提供了可观的税利，取

得了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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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体制的建立，打击了烟草生产经营

的不法活动，维护了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促进了

两烟经营。烟草事业的兴旺对本市的经济发展作

出了贡献。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

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深化企业改

革，搞活经营，强化服务，漳平市烟草行业一定

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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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凡 例

一、《福建省漳平市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漳平境内的烟草生产、’

经营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 ．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溯．自事物

发端，下限断至1 993年12月‘。
‘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章和

《附录》构成，以志为主，记述并用，图表穿插其

中，录为补充。以《概述》综叙全市烟草业发展

概况，总摄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

记事本末体，纵贯古今，记载烟草行业的历史大

事、要事；各专章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并按种

植、采收、调制、经营、管理顺序排列。’全志共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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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6章，每章下设节、目、小目等层次。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辖境为限。

原属宁洋县的双洋、赤水地区，在1956年末并入

漳平之前发生在该地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自然、

社会状况，均予采收入志。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采

用规汜44-的语体文、记述体。使用国家正式颁行的

简体字。行文力求严谨．、41、实、简洁、流畅。

六、本志对历代政府、职官、党派、社会团

体等，均按当时称谓记述。地名以《漳平县地名

录》为准。古地名均加注今名。

七、本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年号用

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1 91 2年(民国1年)以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必要

时括注民国纪年。志中“新中国"特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前”和“建国后”，以1949

年1O月1日为界。 ，

’

八、所用数据，主要采用本部门和别单位提

供的经校核的确切数据。计量单位，除个别不宜

换算者外，均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1 n)



凡例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旧志、史籍、

专志及有关人士的回忆，限于篇幅，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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