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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烟叶生产发展战略研究
Ξ

张振平, 穆耀辉
(陕西省烟草公司 商洛烟草分公司,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　要 ]　我国加入W TO 后, 烟叶生产格局和经营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品牌运营成为烟叶生产经营

的立足之本。文章从商洛烟叶生产优势和存在问题入手, 进一步阐明商洛烟叶只有走品牌运营和产业化发展之路,

突出“名、优、特”的烟叶区域特色, 打造商洛“云蒙山”烟叶名牌,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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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加入W TO 后, 国内烟草市场国际化已成

定局。当前, 我国烟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稳住国

内市场目前占有的份额, 减轻跨国公司对中国烟叶

市场的冲击, 同时主动出击, 积极开拓国际烟叶市

场, 在十分有限的国际烟叶份额中争得市场[1 ]。我国

的烟叶生产经历了产量增长型向质量改进型的转

变, 并已开始从质量改进型向优质、丰产、高效型转

变。近两年来, 我国烟叶生产在控制总量上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 但是烟叶质量的提高却非常有限, 优质高

价的国外烟叶深受卷烟企业欢迎。面对日益激烈的

国内烟叶市场竞争, 及我国加入W TO 后国际烟叶

市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如何生产出工业可用率高、

综合品质好、卷烟工业欢迎、烟叶生产经营单位受益

的烟叶成为当务之急。为实现我国由烟草大国向烟

叶强国的转变, 全行业必须高度重视品牌运营。品牌

运营应是我国烟叶科研开发工作的新思路。研究开

发名、优、特烟叶生产技术, 提高烟叶综合品质和工

业可用性, 将为我国烟草科研与开发工作开创新的

局面。我国个别省份已有了品牌运营的先例, 比如福

建三明地区烟叶生产规模达 5 000 万 kg, 几乎没有

滞销烟叶, 已经注册了“金三明”的烟叶品牌。河南省

已着手精心培育四大烟叶品牌:“崤山”、“桐山”、“马

山”、“灵山”。山东“沂蒙山”烟叶名牌工程亦已启动。

要创造一个烟叶品牌, 生产出优质烟叶, 一般来

说应该具有适宜的生态条件、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较

高的管理水平 3 个要素。适宜的生态条件是指土壤

质地、温度、光照等生态环境条件适宜烟草的生长发

育, 如中国的云南、美国的北卡、津巴布韦、巴西等地

区生产的烟叶久负盛名, 这与当地优异的生态条件

密不可分。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指贫困地区的农民和

地方政府有种烟创收的要求。相对其他经济作物来

说, 烟叶种植见效快, 收益高, 投入产出比稍高, 对农

民创收有利。烟叶生产有农林特产税, 贫困地区的政

府把烟叶特产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必

然会大力支持烟叶生产的发展。较高的管理水平主

要是针对烟叶生产管理部门而言的, 即要有规范化

的运营体制、成套的生产技术规范等。本文针对商洛

烟叶生产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分析阐明了该区

烟叶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战略。

1　商洛烟叶生产优势和产业化经营中
存在的问题

1. 1　商洛烟叶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商洛市从 1987 年开始试种烟叶, 先后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引种试种、90 年代的扩大种植

和 2000 年以来的发展提高 3 个阶段。目前, 一是烟

叶种植规模初步形成, 种植面积达到 4 000 hm 2 左

右; 二是布局调整成效显著, 形成了以洛南为主产

区, 镇安、商州、柞水为潜在发展区, 大乡、大村、大

片、大户的格局; 三是烟叶生产规范化水平逐年提

高; 四是烟叶质量稳步提升; 五是技术力量日益雄

厚; 六是烟叶生产组织管理体系日臻完善; 七是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配套; 八是烟叶收购手段实现现代化;

九是烟叶经营信誉得到省内外厂家认可; 十是工商

协作基地雏形初步建立, 省内外供应客户基本稳定。

总之, 烟叶生产已经初步走上了区域化种植、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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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准化收购和诚信化经营的发展道路。

虽然商洛的烟叶生产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仍存在 4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总量太小, 发展步伐

过慢, 未形成规模效益, 市场份额不足; 二是科技含

量低, 单位面积产量低, 收入少, 烟农素质差, 烟叶整

体质量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市

场竞争力不强; 三是烟叶生产经营管理不够规范, 体

制不够完善, 烟叶的信誉度、美誉度、知名度和依赖

度还有待提高; 四是投资少, 资金短缺, 烟叶生产基

础设施和减灾设施落后, 保障体系不完善, 抗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较差。

1. 2　商洛市烟叶生产发展优势分析[2 ]

1. 2. 1　自然资源优势　商洛地区地处亚热带与暖

温带的气候过渡带,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年均气温

12～ 14 ℃。从表 1 分析可知, 烟区年均降雨量

688. 82 mm , ≥ 10 ℃的有效积温 4 002. 22 ℃,

≥20 ℃的持续天数 102 d, 年无霜期 212. 5 d, 大田

期 (5～ 9 月) 日照时数为 902. 05 h, 成熟期降雨

325. 59 mm , 是优质烟叶的适宜生产区域。烟区土壤

以黄棕壤和褐土为主, pH 值为 6. 5～ 7. 0。由表 2

知, 商洛土壤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13. 6 gökg, 全氮

0. 85 gökg, 碱解氮 60 Λgög, 速效磷 18 Λgög, 速效

钾 136 Λgög, 土壤有机质含量充足, 通透性良好, 适

宜优质烟叶生长, 具有发展无公害优质烟叶的巨大

潜力。

表 1　商洛市 4 县区 1991～ 2000 年气象指标平均值

T able 1　A verage m eteo ro logical indexes of four coun ties in Shangluo in 1991- 2000

县区
Counties o r

regions

日照时数öh
Sun ligh t t im e

降雨ömm
Rainfall

全年
W ho le year

5～ 9 月
M ay to Sep.

全年
W ho le year

5～ 9 月
M ay to Sep.

≥10 ℃积温ö℃
A ccum ulative

temperatu re
above 10 ℃

无霜期öd
N um ber of

fro st
free days

≥20 ℃积温
天数

A ccum ulative
temperatu re
above 20 ℃

洛南 L uonan 1 240. 24 899. 97 655. 94 309. 29 3 516. 18 192. 2 88. 6
商州 Shangzhou 2 010. 26 950. 58 610. 92 282. 98 4 086. 38 210. 5 108. 0
柞水 Zhashu i 1 728. 04 809. 22 709. 17 359. 90 3 860. 37 210. 6 95. 0
镇安 Zhenan 1 889. 30 933. 92 687. 77 327. 15 4 326. 29 232. 7 111. 7
平均A verages 1 891. 23 902. 05 688. 82 325. 59 4 002. 22 212. 5 102. 0

　　注: 资料来源于商洛市气象局。

N o te: D ata w ere p rovided by Shangluo Bureau of M eteo ro logy.

表 2　商洛市土壤养分状况

T able 2　So il nu trien ts in Shangluo

土壤类型
So il types

有机质ö
(g·kg- 1)
O rgan ic
m atter

全氮ö
(g·kg- 1)

To tal
n itrogen

碱解氮ö
(Λg·g- 1)

H ydro lyzed
n itrogen

速效磷ö
(Λg·g- 1)

Readily
availab le

pho spho rus

速效钾ö
(Λg·g- 1)

Readily
availab le

po tassium

水稻土 Paddy so il 10. 7～ 22. 3 1. 04 66 18 144
黄棕壤 Yellow 2brow n so il 3. 2～ 12. 2 0. 28 58 16 120
棕壤B row n so il 3. 0～ 23. 6 1. 01 68 18 120
褐土 C innamon so il 4. 8～ 10. 7 0. 86 61 18 172
紫色土 T erra voxa 4. 6～ 15. 0 0. 81 50 17 112
新积土 F luneat 8. 1～ 15. 8 0. 91 59 20 130
平均A verages 13. 6 0. 85 60 18 136

　　注: 取自于《商洛烟草志》。

N o te: D ata w ere cited from the Journal of Tobacco in Shangluo.

1. 2. 2　社会环境　首先, 商洛既是一个革命老区,

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市。由于多种因素制约, 商洛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农民收入相对较低, 财政十分困

难。如何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农民收入是政府亟待

解决的首要问题。而烟叶生产当年投资当年见效, 且

效益好、税率高。据调查, 种 1 hm 2 烟草的收入相当

于种 3～ 4 hm 2 粮食, 税收是粮食的 10 多倍。而种烟

既可使农民脱贫致富, 又可解决财政困难问题, 是商

洛农民增收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点项目。

其次,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是实现农

业产业化, 只有实施产业化, 才能真正成为一项主导

产业。而烟叶生产由烟草部门组织生产, 同时提供技

术、物资服务, 收购产品并负责销售, 是一个相对比

较完整的产业化项目, 符合“公司+ 农户”的路子, 符

合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另外, 发展烟叶生产也符合商

洛市政府把农业产业结构调大、调优、调精的要求。

因此, 商洛市委、市政府将烟叶生产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的首选项目, 使烟叶生产迈上了产业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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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础设施配套超前。商洛市现有标准化烤

炉 10 838 余座, 其中热风循环炉 8 350 座, 占烤炉总

数的 72% ; 新建标准化烟站 10 个, 占应建烟站的

62. 5% ; 购置烟叶生产收购软件 15 套, 且已全部实

现微机联网; 重点烟区烟水配套设施初具规模; 主要

烟叶县防雹高炮全部到位, 正在发挥作用, 这些都为

今后烟叶生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是商洛市已与省外广州、北京、常德、徐州、南

京、淮阴等多家烟厂和省内的宝鸡、延安、汉中几家

烟厂建立了稳定的供需关系, 为商洛烟叶的销售疏

通了渠道。

1. 2. 3　政策优势　陕西省烟叶发展走过了两个大

的阶段。一是以增加总量、提高质量为标志的生产优

质填充料烟叶阶段; 二是随着烟叶总量过剩, 已彻底

转变到追求质量、生产优质主料烟叶阶段。为此, 陕

西省政府提出了“北烟南移”的发展战略, 而陕南, 特

别是商洛, 是生产优质烟叶的基地, 因此商洛烟叶大

发展符合陕西省的发展政策, 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另外, 结合烟叶市场上等烟紧缺的矛盾, 发展商

洛“名、优、特”烟叶, 也可为商洛烟叶发展提供难得

的机会。

1. 2. 4　科技优势　首先, 商洛烟叶生产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 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工作经验和物质积

累, 全市有 1 万多农户以种烟为业, 具备一定技术水

平, 大部分烟农的种烟积极性很高, 市、县、乡各级政

府已把烟叶生产列入议事日程。全市有烟叶技术干

部 18 人, 其中中专学历 11 人, 大专学历 2 人, 大学

本科学历 3 人, 硕士学历 1 人, 博士学历 1 人。其中

高级农艺师 2 人, 农艺师 4 人, 助理农艺师 10 人, 烟

叶生产技术人员 225 名, 市、县、乡、村 4 级烟叶生产

技术指导体系初步形成, 为商洛烟叶生产的发展提

供了技术保障。

其次, 先进的实用技术在商洛烟叶生产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和创新提高。以优良品种、两段式育苗、

平衡施肥、地膜覆盖、旱地移栽、规范管理、病虫综合

防治、三段式烘烤、热风循环烤炉和远红外线涂料为

主的十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使烟叶生产基本达到

了“十化”, 即良种种植区域化、育苗时限化、移栽棋

盘化、施肥平衡化、大茬地膜化、管理规范化、烘烤科

学化、分级标准化、收购微机化、烟叶商品标样化。规

范化生产水平的大幅提高, 使烟叶质量逐年提升, 为

商洛烟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再次, 根据商洛的自然条件和多年来的实践经

验, 已摸索出了一套完善的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制定

了《陕西省烟草公司商洛分公司企业标准——烤烟

综合标准体系》, 其内容囊括了基础、种子品种、生产

技术、产品和服务 5 个方面共 77 个标准, 其中企业

标准 58 个, 为创“云蒙山”牌优质名牌烟叶提供了技

术规范。

1. 2. 5　质量优势　优越的自然条件、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雄厚的技术力量, 使商洛烟叶的外观和内在质

量均较高。外观质量好主要表现在叶片厚度适中, 颜

色桔黄, 油分多, 色度强, 叶片结构疏松。内在质量主

要体现在烟叶含钾量高, 烟碱含量适中, 化学成分比

例协调。郑州烟草研究院对原烟的评吸结果认为: 香

气质好, 香气量足, 杂气较轻, 劲头较大, 燃烧性强,

灰分色白, 吃味纯净, 余味舒适, 工业使用价值高, 可

作为主料烟使用。该烟叶耐贮性好, 经半年以上自然

醇化后, 烟叶颜色变深, 香气更加浓郁, 其质量受到

了省内外厂家的青睐和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由以上分析可见, 商洛的烟叶有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具备品牌培育条件。那么如

何发挥优势, 挖掘潜力, 把商洛烟叶做大、做强, 作者

认为关键是要树立品牌运营理念, 实施商洛烟叶名

牌战略, 努力打造独具商洛特色的“云蒙山”名、优、

特优质烟叶品牌。品牌运营是指企业经营者对决定

品牌竞争力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投入, 使品牌成为

对市场有较大控制能力及对竞争对手有较强影响作

用的工具, 企业可利用品牌这个最重要的无形资本,

达到大幅盈利及长期成长的目的。品牌营运的终极

目标是创造名牌, 体现“名、优、特”, 实现“大品牌”,

提高市场竞争力。“名”指名牌, 就是有很高知名度、

信誉度、美誉度和依赖度的品牌, 高市场占有率和高

利润率是其最显著的经济特征。“优”是指质量和技

术俱优, 就是采用配套的实用先进技术, 培育商洛烟

叶在内在质量、外观质量、评吸质量、工业使用质量

(包括供应数量足, 等级结构合理, 配伍性好, 可作主

料或优质填充料)、安全性 (包括无公害)等方面达到

优良。“特”包括特色类型和特色区域, 指充分发挥自

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技术资源三大优势, 形成商洛

“云蒙山”牌浓香型、无公害的生态型特色烟叶。在创

名牌的过程中, 一定要突出商洛特色, 如钾含量高,

油分足, 色泽饱和, 耐贮性好, 使用价值高等。

2　商洛烟叶品牌运营定位

2. 1　战略思想

　　紧紧抓住陕西省政府“北烟南移”的战略机遇,

以发展为主题, 扩大规模为主线, 提高烟叶质量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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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科技为先导, 逐步健全技术推广和质量追踪服务

体系, 努力提高商洛烟叶生产的整体水平, 以创造商

洛名牌烟叶为发展战略, 打造“云蒙山”牌“名、优、

特”名牌烟叶, 为建成陕西优质烟叶主产区而努力奋

斗。

2. 2　经营理念

烟叶生产经营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 诚信为

本, 用户至上, 追求卓越”的经营理念。即依靠“优”质

创造“名”牌, 依靠“特”色占领市场, 依靠“名”牌提升

竞争力, 依靠信誉吸引客户。

2. 3　战略规划

2. 3. 1　种植规模　为使商洛“云蒙山”牌烟叶发展

战略顺利实施, 总体上可分两步走。第一步, 设想从

2004 年开始, 在 2～ 3 年内, 烟叶面积达到 5 333～

6 666 hm 2, 产收量达到 900～ 1 250 万 kg, 烟农收入

达到 0. 7～ 0. 9 亿元, 烟税达到 1 400～ 1 800 万元;

第二步, 再经过 3～ 5 年的努力, 到 2010 年, 全市烟

叶面积达到 8 000 hm 2 以上, 产收量达到 1 250～

1 500万 kg, 烟农收入达到 1. 2～ 1. 5 亿元, 烟税达

到2 400～ 3 000 万元, 使烟叶真正在商洛成为一项

支柱产业, 成为农民致富、财政增税的主导产业。

2. 3. 2　烟田布局　在全市建成两大集约产区, 即

“一带一片”。“一带”是洛南、商州浓香型烤烟带, 规

模达到 4 667 hm 2 以上;“一片”是镇安、柞水清香型

烤烟片, 规模达到 3 333 hm 2 以上。并经过努力, 逐

步达到“三个一、五个大”规模种植。“三个一”指一道

塬、一面坡和一条川种植;“五个大”指大县、大乡、大

村、大片和大户。初步形成区域化种植、集约化经营

的生产格局。

2. 3. 3　烟叶质量　经过几年努力, 使烟叶质量达到

国内优质烟叶的水平, 从而成为卷烟工业稳固的原

料基地。即到 2010 年, 使全市上中等烟叶比例达到

98% 以上, 其中上等烟叶比例达到 30% 以上, 使烟

叶综合质量水平显著提高, 努力创出“云蒙山”名牌

主料烟叶, 使之成为卷烟工业中其他烟叶无法替代

的优质原料, 成为省内外名优卷烟工业稳定的货源

基地。

2. 3. 4　生产技术　通过对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和

应用, 不断探索创新, 进一步提高科技含量。应进一

步创新和推广应用十大实用技术, 进一步完善生产

组织管理体系, 进一步配套水利设施、防雹设施等基

础设施, 使烟叶生产经营实现“四个规范”, 即生产管

理规范、物资投入规范、技术指导规范和烟叶经营行

为规范。以规范促生产, 以规范促优质, 以优质占领

市场, 真正创出商洛“名、优、特”“云蒙山”牌优质烟

叶。

2. 3. 5　烟叶经营　按照确立的经营理念, 建立一套

严格的检验程序, 严格把好烟叶出库检验。应树立良

好的市场信誉, 使用户满意, 力争使“云蒙山”牌烟叶

成为免检产品。

3　商洛烟叶生产与产业化经营战略设
想

烟叶生产要以满足卷烟工业需求为导向, 牢固

树立以创新求发展的思想, 充分利用商洛得天独厚

的生态、技术、区位优势, 通过创新生产方式、技术管

理和生产经营机制, 全力打造“云蒙山”牌“名、优、

特”烟叶。

3. 1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3. 1. 1　利用资源优势, 优化烟田布局　一是稳步发

展洛南, 带动商州发展, 大力发展镇安, 促进柞水发

展。二是把烟叶布局向优生区调整, 把烟田集中到中

温一类和低热一、二类气候区的浅山、丘陵地带。三

是把烟田调整到土地资源丰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四是要相对集中连片, 按照大

乡、大村、大片、大户原则, 实现规模种植。

3. 1. 2　利用基础优势, 实现专业化生产　洛南、镇

安一些生产基础牢固、发展相对稳定的大乡镇, 要逐

步过渡到产业化道路上来。烟叶产业化就是以市场

化、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纵向

合作化经营[3 ]。按照市场牵动烟草企业、烟草企业带

动基层组织、基层组织连接农户的形式, 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 从区域规划和布局入手, 制定相应的对策和

措施, 引导土地资源的流动和集中, 在提高烟叶质量

上做文章。一是发展专业户种植模式。即以家庭为

单位, 把种烟作为家庭主要经营项目。一般种烟 0. 7

hm 2 以上, 有完整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的农户可以称

为种烟专业户。该模式的优点是种烟专业户积极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管理, 以达到优质、高效

的目的。同时, 要创新现行的生产方式, 组织发展育

苗专业户、种植专业户、烘烤专业户、分级专业户, 让

烟农分别从事商品化育苗、规范化种植、集中式烘

烤、专业化分级, 以解决种植分散、技术推广困难、效

益低而不稳、风险较大的问题。可以通过“公司+ 农

户”的生产管理形式, 建立群众性的“烟农协会”或

“生产合作社”, 把千家万户零星分散种植和经营的

烟农组织起来, 加强烟农同政府和烟草部门之间的

联系和沟通。这样一方面可以收集、传递烟叶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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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烟农的心声, 维护烟农利

益, 促进生产稳定发展。二是创办烟叶种植农场。种

植农场按照融资方式有 3 种模式, 一是单位 (公司、

政府) 以独资方式承包租赁土地, 创办种烟农场; 二

是采用个人独资方式; 三是单位和个人合资, 采用股

份制的形式。按照承包租赁土地的方式, 有烟草企

业、政府、科技人员、烟农自己承包租赁土地创办种

烟农场 4 种模式。烟叶种植农场, 是在坚持土地集体

所有制和土地利用方向不变的前提下, 建立完善与

产业化相适应的土地流转机制, 鼓励土地使用权、资

金、技术、物资和劳动入股, 在专卖专营动态体制下,

筹建股份合作制烟叶生产企业。

3. 1. 3　利用基地优势, 完善产业链条　以江苏与商

洛烟叶基地建设为契机, 不断加大同省内外知名烟

厂“联姻”的力度, 建立可靠稳固的产销基地。采取风

险共担, 利益共享, 共同投资, 共同管理, 共同提高的

合作模式。烟叶质量最终要靠卷烟产品来体现, 只有

拥有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卷烟产品, 才能拥有满足市

场需要的烟叶质量。必须遵循“市场- 卷烟- 烟叶”

的基本经济规律, 切实解决卷烟企业介入烟叶生产

不到位的问题, 应将烟叶生产基地作为第一生产车

间。从共同利益出发, 以创名牌、出品牌为目的, 研究

市场需求趋势, 以工商企业和烟农三方联办基地或

组织承包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方式, 进行烟叶产业化

市场开发, 通过扶持等方式加大对生产的投入, 形成

规模种植, 落实技术措施, 提高生产水平, 稳定省内

市场, 拓宽省外市场, 打开国际市场。

3. 1. 4　利用政策优势,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抓

住“北烟南移”的战略调整机遇, 利用商洛烤烟生产

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和水

利、气象、农业综合开发等有关部门的支持, 不断加

大对烤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投资重点首先是烟

水配套工程。凡是烤烟生产专业乡、专业村和 3. 3

hm 2 以上集中连片烟田, 有水源的引水到地头, 无水

源的必须保证每 3. 3 hm 2 有一眼水窖, 逐步推广滴

灌、喷灌、渗灌技术。二是投资气象防灾工程。完善

烟区气象预测预报系统, 及时准确地做好烟区的洪

涝、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健全防雹大

炮设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三是投资

病虫害预防工程。主产烟区要建立健全烤烟病虫害

预测预报系统, 完善设施, 配备专业人员, 做好烟区

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

3. 2　依靠科技, 实现烟叶优质丰产

3. 2. 1　提高工作队伍技术素质　队伍技术素质包

括领导技术决策素质、技术人员素质和广大烟农素

质。首先, 要提高领导技术决策素质, 这是实现科教

兴烟的关键。要搞好科教兴烟的规划, 确定科教兴烟

的政策和措施, 激发科教兴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营

造科教兴烟的良好氛围, 健全技术普及推广的指挥

体系。其次, 要提高技术人员素质。技术队伍是推广

应用技术成果的载体之一, 其规模大小、人员素质高

低, 是科教兴烟技术资源的重要判断依据。要加大对

技术人才的培养, 可采取分期轮训、送大专院校深

造、请知名专家讲课、研讨和出外考察、学习等办法,

抓好现有技术干部综合技术素质的提高。最后, 要提

高烟农的技术素质。烟农是技术成果应用的主力军,

优质烟叶来自烟田, 出自烤房, 是判断烟农技术素质

和烟区技术成果普及推广的主要指标。只有用科学

技术武装烟农, 才能从根本上落实科教兴烟的策略。

3. 2. 2　完善技术指导体系　首先应树立技术权威,

技术权威应具备协调领导、组织群众、管理技术队伍

的综合素质, 能把握技术走势, 能解决生产中存在的

技术和管理问题。其次要分级确定烟叶生产技术员

责任制, 实现归口管理, 责任到人。应以技术专干为

核心, 建立高效、灵敏、权威的市、县 (区)、乡 (镇)、村

四级“金字塔型”技术普及推广网络。因此, 要建立技

术员技术承包责任制, 将烟农素质的高低与技术员

业绩和工资奖金挂钩, 确保技术传授到位, 防止技术

架空。

3. 2. 3　加快烟叶生产科学研究步伐　目前, 商洛市

在烤烟品种选育和合理布局、烟田土壤的测定改良

和耕作制度、病虫害生物防治、育苗、施肥、烘烤等先

进实用技术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 制约了该区烟草

的发展。对此, 商洛市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建立商

洛烟叶科研机构, 配备专业人员, 配齐相关研究设

备, 主要解决现实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建成集科

研、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为一体的烟草经

济技术实体。二是与河南农业大学、国家烟草栽培生

理基地、郑州烟草研究院等有关科研院所建立合作

关系, 聘请有关专家作为技术顾问, 实行专家磋商机

制, 针对烟叶市场需求的多元化, 围绕提高和稳定烟

叶主要化学成分的协调性, 改善烟叶香、吃味和可用

性, 增加有效供给水平, 明确不同档次卷烟中烟叶配

方的质量指标, 解决生产、收购和流通环节中执行烟

叶标准的技术脱节问题, 为提高商洛市烟叶整体生

产水平, 规范烟叶流通质量管理, 改革卷烟配方技

术, 提高烟叶配伍性提供共享的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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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建立质量跟踪系统, 创造商洛烟叶“名”牌

创新烟叶生产经营机制, 在烟叶生产经营全过

程推行 GA P (Grade A gricu ltu re P roduce) 管理[4 ]。

烟叶生产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 将 GA P 运用到烟

叶生产中, 可以完善烟草产品的生产与管理, 生产更

为优质的烟叶。其目的是唤起各级组织、管理和指挥

烟叶生产部门的工作热情, 提升商洛市烟叶生产技

术和质量管理水平, 使优质烟叶生产形成批量, 走向

世界。按照 GA P 的要求建立烟叶质量追踪系统是

一项全新的工作, 必须在烟叶生产中做好以下 5 个

方面的工作。

3. 3. 1　严格选择烟叶生长的生态环境　烟叶生产

是一种特殊商品生产, 种植烟叶的生态环境必须优

良, 而且要经过严格选择。种植烟叶的土壤、水源、环

境不能有任何污染, 并且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尤其

对土壤中的 pH 值和 12 种矿物质元素含量要进行

分析, 按照检测结果, 确定施肥标准。要坚持轮作, 秸

杆还田, 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减小土壤板结, 防

止土壤流失与污染, 采取土壤改良的方法, 从源头上

保证烟叶生长发育的良好环境, 提高烟叶质量。

3. 3. 2　对烟叶生产物资实行全过程监控　为从根

本上保证烟叶质量, 必须对烟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各种物资进行严格管理, 实时监控。如使用的种子必

须符合知识产权要求, 保证质量和纯度并无转基因

成分; 烟叶漂浮育苗使用的水源、基质及育苗专用肥

符合质量要求; 在烟叶成苗期, 对烟苗的农药残留、

有无转基因成分和种子纯度进行检测; 对烟草专用

基肥、追肥品种和质量进行监控; 使用烟叶出口商认

可的农药, 避免超过使用次数和允许使用的剂量, 烟

叶收获前 14 d 严禁施用农药; 对烟株的残体要严格

管理, 实行集中消毒掩埋; 加强烤房建设材料和使用

燃料的检测和管理; 收购烟叶的每个部位都必须留

取样品, 全面进行检测分析。对烟苗、烟叶和上述物

资检测和管理的目的, 是要从根本上防止对商品烟

叶造成污染。

3. 3. 3　对种烟农户实行编码管理　对种烟农户的

基本情况要进行详细调查, 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

度、家庭成员和劳动力状况, 可耕土地面积、烤房结

构与种烟面积是否匹配, 以及 3 年来烟叶交售等级

和质量情况等。并将上述资料输入计算机, 对所有种

烟农户进行统一编码, 实行动态管理。同时要关注种

烟农户的生产投入与回报情况, 加强对烟农的技术

培训和在种植过程中使用化学品的安全生产教育,

提高烟农的种烟水平和收入。按照统一编码, 每 20

户烟农编成一个组, 这一组生产的烟叶, 按规定到收

购站点集中交售, 入库后将同一等级的烟叶打捆成

包, 不够一包的烟叶另行包装, 标明等级、数量、日

期, 贴上统一条形码, 建立质量追踪系统。

3. 3. 4　建立烟叶生产技术推广系统　为把先进的

烟叶生产技术普及到千家万户, 必须建立烟叶生产

技术推广系统, 推行技术人员分户包干。一名脱产技

术员, 要分管 20 户烟农, 并对烟田的选择、合同签

订、起垄移栽、田间管理、成熟采收、科学烘烤、质量

预检、分级交售实行全过程管理。脱产技术员对管辖

的种烟农户要实行个性化指导, 分类管理。脱产技术

员每月都有工作重点, 对其工作要进行考核和量化

计分, 并要求技术员写工作日志, 记录帮助烟农解决

技术难题和访问烟农的情况, 而且要有烟农的签字

认可。一名技术主任负责管理 10～ 15 名脱产技术

员。技术主任负责制订技术员的工作内容和考核办

法, 检查监督技术员的工作。同时由于建立了技术推

广系统, 对技术人员实行分户包干管理, 从而有效地

解决了技术棚架问题, 能较好地把各项生产技术落

实到每个农户, 实现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进一

步提高烟叶生产和质量水平。

3. 3. 5　建立质量跟踪系统　按照 GA P 的要求, 在

烟叶生产和收购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

确保烟叶的质量, 最终建立烟叶质量追踪系统。烟叶

质量的可追踪性, 是指可以从烟农一直追踪到加工

完成的成品烟叶, 也可以从加工完成的成品烟叶追

踪到生产的烟农。建立烟叶质量追踪系统的根本目

的, 在于明确烟叶产品的特定身份, 保证其在烟叶贸

易中被持续使用, 也可用来确定烟叶产品质量问题

的来源, 如农药残留、转基因烟叶等。一旦有质量问

题的烟叶被追踪到烟农, 就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改进, 保证继续使用该地区的烟叶。建立烟叶质量追

踪系统的前提是, 烟农交售后的烟叶、烟包, 在任何

阶段都不能重新分选。

对烟叶生产实行 GA P 管理, 建立烟叶质量追

踪系统, 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 是我国烟叶生产

管理与国际烟草接轨的管理模式, 也是商洛市烟叶

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只要认识到位, 措施得

力, 以点带面, 狠抓落实, GA P 管理、烟叶质量追踪

系统一定能在商洛市烟叶产区建立起来, 发挥 GA P

管理的优越性, 促使商洛市烟叶生产质量早日赶上

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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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velop ing st ra tegy abou t Shang luo tobacco leaf p roduct ion

ZHANG Zhen -p ing,M U Yao-hui
(S hang luo B ranch of T otacco Comp anny of S haanx i, S han luo, S haanx i 726000, Ch ina)

Abstract: A fter Ch inaπs W TO en try, the p roduct ion arrangem en ts and m anagem en t concep t ion s of to2
bacco have essen t ia lly changed, and thu s the m anagem en t base of the tobacco p roduct ion has becom e b rand

m anagem en t. In acco rdance w ith the advan tages and cu rren t ly2ex ist ing p rob lem s of tobacco p roduct ion in

Shangluo , the paper fu rther exp la in s that the on ly w ays fo r the tobacco p roduct ion in Shangluo are b rand

m anagem en t and indu stria liza t ion by m ak ing u se of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 ics of Shangluo tobacco p roduc2
t ion, i. e. popu lar, specia l and h igh2quality, so as to m ake the b rand“Yunm engshan”fo r Shangluo tobacco

p roduct ion and keep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in st rong m arket compet it ion.

Key words: Shangluo tabacco; b rand m anagem en t; b rand stra teg ies; indu stria lized m anag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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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yie ld increasing m echan ism of the infilt ra t ion
irr iga t ion th rough sha llow fu rrow to the

sou thern d irect sow ing rice

GUO Rong-fa , CHEN A i-zhu, TANG D e-q iang
(A g ricu ltu ra l Colleg e, Z hanj iang O cean U niversity , Z hanj iang , Guang d ong 524088, Ch ina)

Abstract: T he m echan ism on saving w ater and increasing yield to the sou thern direct sow ing rice w as

studied by the techno logy of inf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under

clim ate of h igh temperatu re and heavy ra in, inf 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is app lied so as to

save irriga t ion w ater in the rice cu lt iva t ion. T h is m ay bo th save w ater great ly and increase the yield of rice.

To con trast inf 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w ith no rm al irriga t ion w ith w ater layer, the early

rice saves w ater of 3 129 m 3öhm 2 in the fu ll grow ing t im e, and w ater saving ra te com es up 48. 1%. U nder

the inf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 the po isonou s sub stance in the so il is decreased, the

grow ing vigo r of roo t is increased, the w h ite roo ts increase 32. 62% , the b lack and yellow roo ts decrease

20. 04% and 12. 58% , respect ively. Becau se the inf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reduces the

mo istu re in rice field, the disease harm to the rice is decreased, and the grow ing vigo r of the leaves is in2
creased. Inf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p romo tes the t illering of rice, and effect ive ears in2
crease 11. 53% , and the w eigh t of thou sand gra in inceases 1. 0 g. T herefo re, it increases the rice yield sign if2
ican t ly, and it com es up to 10 845 kgöhm 2, and 1 320 kgöhm 2 of the yield is increased, and the ra te of in2
creasing yield com es up 13. 9%.

Key words: d irect sow ing rice; infilt ra t ion irriga t ion th rough shallow fu rrow ; no rm al irriga t ion w ith

w ater layer; yield increasing m echa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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