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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昌的工业门类中，烟草加工业产值最高、链
条最完整。据统计，1987 年，在全市 32 个工业门类
中，烟草加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0%。同
时，烟草行业还形成了涵盖种植、烘烤、复烤、加工、储
存、调运、科研、教育的全产业链——至今，许昌仍是
全国烟草行业产业链条最完整的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许昌卷烟生产通过革新工
艺、深化改革，提高科技含量，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扩大
省内外销售市场，工业值逐年增长。1988年 8月，中国
第一条国产化 5000公斤/小时制丝生产线在许昌卷烟
厂“七五”生产大楼安装调试成功。1989 年 2 月，卷接
包生产线也相继搬入“七五”生产大楼投入生产，年生
产能力 21万箱。1994 年 10月，成立“八五”制丝车间。
1995年 2月，成立“八五”卷接包车间。至此，许昌卷烟
厂同时拥有“七五”和“八五”制丝、卷接包生产线，年生
产能力 50万箱。2014年 8月，许昌卷烟厂完成易地搬
迁，新厂区总建筑面积 17.29 万平方米，年设计生产规
模 60万箱，主要生产“黄金叶”品牌卷烟。

1985 年，从部队转业至许昌烤烟厂工作的马增
杰，见证了国企当年的辉煌。“当时，我们厂跨市区解
放路北段，有两个大的厂区，京广线就从厂里穿过。

卷烟厂在我们厂西南处，一到烟叶复烤季，整个城市
西北区都飘着浓浓的烟草香。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 ，我 们 厂 复 烤 的 烟 叶 已 经 出 口 2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当时厂里有正式职工 2000 多人，到了烟叶复烤
旺季，加上临时工有 1 万多人。毫不夸张地说，现在
市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包括周边农村的农民，那时都
在烤烟厂干过活。”据马增杰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许昌烤烟厂一个车间可以创造 2000 多万元的产
值，有“烤车一响，黄金万两”之称。

为增强许昌烟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出
口创汇，引进国外先进打叶复烤设备、加工技术和管
理经验，提高烟叶加工技术和管理水平，1995 年 4 月
15 日，“天昌国际烟草有限公司”在许昌开业，其生产
设备全部由国外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在烟草产业链中，烟草机械的加工生产是一个重
要环节。因此，许昌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于 1958
年建厂，1965 年开始涉足烟草机械领域，是中国烟草
总公司直属的最早从事烟草机械产品研发与制造的
企业之一，2002 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国烟
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四大控股企业之一，为中
国烟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许昌烟草行业历来重视科技教育，设有烟草专业
科研机构和烟草学校，对烟草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开
发，培育烟草科技人才。

位于我市的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是我
国创建最早、河南省唯一的省级烟草专业科研机构

（以下简称烟草所）。
据烟草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烟草所的工作职能是

根据烟叶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展烟叶品种引进、试种、
推广，以及烤烟优质适产栽培技术、烘烤技术、烟草病
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研究工作，并对烟区土壤和原烟
质量进行监测，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优质烟基
地开发，烟区技术人才培训，情报资料收集等，肩负着
全省烟草科技发展和技术指导重任。

此外，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每年对各县
（市、区）分公司各类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对烟农进行
烟叶栽培及分级技术培训，为我市烟草产业的发展培
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从烟叶种植、复烤、科研到
卷烟生产、烟机制造、薄片加工、烟草物资生产储运和
烟草职工教育培训等，我市的烟草产业已形成完整的
链条，实现了由“烟城”向“烟都”的嬗变。

“ 一 片 叶 ”的 发 展 之 路
本报记者 武芳

一片烟叶代表着独特的地域特点，土壤、光照、温度都是影响烟叶生长的关键因素。地域不同，烟叶的特点不
同，用途也有差异。

一片烟叶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步伐，许昌烤烟产量曾长期雄霸全国，供应全国 26 个省(区、市)的 139 家卷烟厂，出
口到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片烟叶代表着科技的力量，从种子萌发到烟叶复烤，每个环节和步骤都需要科技的发展，每个进步都需要科
技力量的支撑。

我市烟草栽培始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1913 年美种烤烟在襄城县一举试种成功；1914 年巴拿
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参展的许昌烟叶喜获金奖，“东方的弗吉尼亚”名扬四方。

20 世纪 70 年代，我市烟叶种植面积最大时，烤烟产量曾占全国的 1/3、全省的 94.7%。1958 年，毛主席视察我市
烟区时，称赞这里是“烟叶王国”。我市烟草产业门类齐全、链条完整，涉及烟草种植、烟叶复烤、卷烟生产、烟机制
造、包装印刷、科研教育等领域，涵盖工农商、产供销和企学研，是全国烟草产业链条最为完整的地区。

手拿草帽，驻足远眺，在我市襄城县，八七广场上
矗立着这样一尊高 9.9 米的毛泽东塑像。对于我市、
对于河南，甚至对于整个烟草行业来说，它都有着十
分特殊的意义。50 多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烟
叶王国”的赞叹，给我市带来了无限的荣耀，造就了那
个年代“言烟叶必称河南”的辉煌。

“中国烤烟在河南，襄城烟叶甲河南。”我市地处
北纬 34 度，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境内大部分土壤表层疏松易耕，
通透性好，保水保肥性能强，钾含量丰富。尤其是位
于襄城县紫云山区的里川，土壤质地优良、营养丰富，
所产烟叶吃味醇厚、香气浓郁、劲头适中、滑润丰满、
燃烧力强、色香味俱佳，是我国浓香型烟叶的典型代
表。

1904 年至 1912 年，英美公司曾多次派人到河南、
山东、安徽、湖北、吉林等地调查土壤、气候及晒烟生
产等情况。他们来到我市后发现，这一带与美国烤烟
圣地弗吉尼亚处于同一纬度，其土壤特性也极为相
似，于是认定这里是烤烟生产的理想之地。1913 年
春，英美公司开始派人在我市试种烟叶。1914 年，襄

城县烤烟作为优异产品，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
赛会，颇受好评。独特的地理优势，使襄城县获得“东
方的弗吉尼亚”美称。

我市所产烟叶色泽金黄、油润丰满、香气浓郁、香
味醇和，是“中华”“黄金叶”“云烟”等知名卷烟品牌的
主要原料。民国时期，我市位居全国三大烤烟烟区之
首。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烟叶种植面积、单产、总
产、品质、出口量、名牌香烟配方比例等 6 项指标均位
居全国第一，以致有“河南许昌烟叶，为国产最优者”
一说。我市成为全国最负盛名的烟叶生产、贸易市
场。1958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来到襄城县视察许
昌烟区，当他看到一望无际、长势喜人的烟叶时，禁不
住称赞：“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许昌烟区以后多年的发展为“烟叶王国”的论断
作出了诠释：1979 年，国家确定 41 个烤烟生产基地
县，行政区划前许昌占 11 个。20 世纪，我市烟叶种植
面积最大时，当年烤烟产量占全国的 1/3、河南省的
94.7％，烤烟销售量为全国之最。我市烟叶供应全国
26 个省（区、市）的 139 家卷烟厂，是全国大中型卷烟
厂知名品牌的主要原料。一时间，许昌“烟城”“烟都”

之美誉遍及海内外。据统计，1950 年至 1984 年，许昌
烟区累计种烟 2776.5 万亩，累计为国家积累税收 14
亿多元，出口烟叶换回外汇 3.6亿美元。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全国烟叶种植面积
迅猛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我市烟叶生产受
到很大冲击。1988 年至 1996 年，烟叶种植面积逐年
下滑，从 42.5万亩下滑到 18.9万亩。

为保证烟叶种植面积，提高烟叶质量，根据国内
外烟叶市场的变化和国家对许昌烟叶种植的计划安
排，我市及时调整烟叶生产发展战略，提出“稳定面
积、主攻质量、科技兴烟、提高效益”的方针，使全市的
烟叶生产逐步从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
烟叶生产经营模式上，全市普遍推行公司加农户、联
户协作，集中连片、建立烟叶专业农场等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的措施，通过土地转让，把烟田向种烟大户适
度集中，使“小生产”实现“大经营”，不断提升许昌烟
叶生产的综合效益和抗拒风险能力，同时加大品种更
新和新技术推广运用力度，加强与国外烟草公司的合
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烟草种植的科技含量得到
大幅提高。

长期以来，烟草产业一直是我市农民脱贫致富的
重要途径、地方财政增收的重要来源和新农村建设的
重要支撑。

“十二五”期间，我市种植烟叶 68.7 万亩，收购
212 万担；累计投入烟叶生产扶持资金 4.17 亿元，累
计投入烟叶生产基础设施补贴资金 7.18 亿元，建成项
目 27828 个；实现烟农总收入 25 亿元，上缴烟叶税 5.5
亿元。与“十一五”末相比，烟农年度总收入由 2.14 亿
元提高到 4.9 亿元，增长 2 倍多；户均收入由 3.73 万元
提高到 11.75 万元，增长 3 倍多；亩产值从 3065 元提高
到 3918 元，增长 27.8%；收购均价由 15.75 元/公斤提
高到 28.22 元/公斤，增长 79.2%；烟叶税由 4714 万元
提高到 1.0776 亿元，增长 2倍多。

烟田道路纵横交错，机井沟渠互通互连，育苗
基地设施齐全，太阳能杀虫灯等高科技产品随处可
见……在襄城县王洛镇的烟田里，到处是现代化的生
产场景。该镇烟农雷怀庆接受采访时说，由他牵头成
立的怀庆农机专业合作社，播种机、烟苗剪叶机、移栽
机、覆膜机、中耕机、采收机等烟用农机一应俱全，烟
叶生产中育苗、施肥、起垄、移栽、中耕、植保、灌溉、采

收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这是我市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代

烟草农业是烟叶生产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烟叶王
国”的许昌，按照发展速度要快、发展质量要好、发展
水平要高的要求，着力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扩大浓香
型烟叶优势，大力推进烟草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发挥“黄金叶”卷烟品牌优势，提高市
场占有率和美誉度，促进烟草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

回顾近年来我市烟草产业的发展之路，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我市现代烟草农业的发展“脚印”：2008
年启动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以襄城县王洛镇闫寨村为
试点进行探索；2009 年，试点由“一村”扩大为“一乡
三村”，即襄城县汾陈乡和王洛镇闫寨村、许昌县椹涧
乡岗杨村、禹州市范坡乡李楼村；2010 年，由试点阶
段转入提升阶段，襄城县被国家烟草专卖局确定为全
国首批整县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试点县；2011 年，
启动许昌县、禹州市整县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全
市建成基地单元 5 个，其中特色烟基地单元 3 个；2012
年，“中华”品牌襄城王洛单元荣获我省第一个“全国

优秀烟叶基地单元”称号。全市成立烟农合作社 22
个，2015 年襄城县里川烟农专业合作社被国家烟草
专卖局评定为行业级示范社。

随着卷烟减害降焦力度的加大，浓香型烟叶在中
式卷烟配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企业出于保
持卷烟吸食满足度的需要，迫切需要浓香型烟叶来弥
补降焦所带来的香气损失，这为我市浓香型烟叶发展
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特别是近年，我市与河南中
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开展“上六片”项目的研究与推
广，解决了培育成熟烟叶、采收成熟烟叶和调制成熟
烟叶等 3 个技术难题，提高了上部叶的质量和工业可
用性。目前，我市“上六片”烟叶已成为“黄金叶·天
叶”高端卷烟品牌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

2018 年 ， 我 市 种 植 烟 叶 10.2 万 亩 ， 收 购 烟 叶
31.82 万担，完成烟叶税 1.06 亿元。2019 年种植烟叶
10.3 万亩，计划收购 30.05 万担。随着烟草产业的蓬
勃发展，近年来，全国特色优质烟叶开发工作研讨
会、“百年浓香·河南浓香型烟叶品牌研讨会”等相
继在我市召开。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乔利峰摄

产业链条 抢抓机遇，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烟草产业链

现代烟草 产业蓬勃发展，打造河南省烟草产业转型升级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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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烟叶立体自动配方库

金黄的烟叶让农民乐开怀

现代化的烟叶烘烤分拣

襄城县烟叶种植农场 本报记者 朱宁 摄

种植环境 得天独厚，有“东方的弗吉尼亚”的美称

集约化漂浮式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