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省政府召开全省烟叶生产暨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指

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

定信心、系统谋划，积极进取、创新突破，保持云南省烟草产业优势地

位。要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按照“把烟草打造成为现代化

建设的示范行业、资源经济的招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企业”总要

求，锚定烟叶原料“二十四字”发展目标、遵循“五稳五进”运行原则，全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

烟叶是烟草产业发展之基。走过2024年，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系统聚焦“二十四字”工作目标，取得烟叶生产稳步前行“六项成

果”；迈进2025年，省局（公司）系统将迎难而上主动求变，以“五项行

动”推动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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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云南烟叶生产收购计划
稳中略增、动态平衡。瞄准堵点难点破
局，统筹好量的精准把控和质的有效
提升，是推进全省烟叶高质量发展的
题中之义。

省政府要求省局（公司）系统，一要
在凝聚发展合力上扛起责任，二要在稳
定经济大盘上扛起责任，三要在维护烟
叶品牌形象上扛起责任，四要在助力乡
村振兴上扛起责任。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省局（公
司）党组提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按照“把烟草
打造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示范行业、资源
经济的招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企
业”总要求，锚定烟叶原料“二十四字”
发展目标、遵循“五稳五进”运行原则，
重点实施“五项行动”，全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和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

烟叶基础管理水平提升行动——
精准分配计划合同，推进烟叶计划

合同差异化分配管理。精准发放籽种，
将烤烟籽种发放标准由每亩1800粒调
减到每亩1700粒。精准供应烟苗，坚持

“以株供苗、以株定亩”原则，据实点株
供应烟苗。精准点蔸数苗，推行移栽点
蔸数株插牌管理，建立全省烤烟移栽智
管平台，精准掌握实际移栽面积。精准
供应物资，严格按计划合同约定面积据
实开展化肥、地膜等物资供应和投入。
精准开展收购，严格按照计划生产，精
准管控好烟叶生产总量，切实将烟叶总
量精准度控制在±1%区间内。精准开展
考核，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优化考
核内容，将国家局、省局党组安排的相
关重点工作和各产区公司的短板弱项
纳入考核。

大力推动站点整合、人员优化，加
强新进员工烟叶技术技能培训鉴定，加
快基层人力资源融合、聚合、整合。要大
力推动网格管理、流程再造。以服务面
积千亩左右为标准，科学配置挂片人
员，强化定额定员管理，提高人均服务
效能。要大力推动烟叶业务外包规范管
理、边界清晰。建立健全外包准入、资金
监管、市场竞争机制，严格业务外包需
求、采购、合同、验收评价管理，全面提
升业务外包工作质效。

持续深化基层烟站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强化烟叶生产公开管
理，及时广泛公示合同分配调整、烟苗
物资供应、烟叶收购等信息，全面畅通
烟农投诉举报渠道，形成群众监督的工
作合力。强化阳光收购。实时监控重点
区域、重点环节，智能识别、及时预警曝
光异常收购行为，让侵害烟农利益的行
为无处遁形。加大对烟叶基层人员党纪
党规培训和廉政警示教育，增强抵制不
正之风的思想自觉。

烟叶品质特色亮化行动——

回答好“云南烟叶究竟好在哪里”，
进一步擦亮云南烟叶金字招牌。实施核
心烟区固化提升工程。推动烟叶计划向
核心烟区、优质烟田集聚，确保核心烟
区种烟比例提高到70%以上。实施品种
提纯迭代工程。加大劣杂品种及自留种
整治力度，落实好特色品种政策。实施
技术标准升级工程。重新梳理、优化提
升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大力推进高可用
性上部烟叶开发扩面积、见实效。不断
优化雪茄烟叶生产发酵技术。实施植烟
土壤保育工程。开展新一轮植烟土壤普
查，建立全省植烟土壤质量监测网，因
地制宜开展保育修复、精准配方施肥和
全周期营养管控。

新质生产力培育提速行动——
着力提升制度生产力，抓好资源优

化配置，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各类先
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着
力提升科技生产力，聚焦智能农机、绿色
低碳等领域，重点推动中大型高效农机
装备和便携型轻简作业装备研发应用。
着力提升绿色生产力，聚焦降碳减污扩
绿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四虫一剂”、绿
色能源、土壤保育、清洁烘烤等技术攻
关，进一步构建完善烟叶绿色生产技术
体系。着力提升数字生产力。全面推进一
体化平台应用拓展，合力推动数字烟田、
物联烘烤、智能收购等核心业务“人工智
能+”，加快形成用数据说话、靠数据管
理、依数据改进的工作新模式。

全链条降本增效行动——
树立企业成本管控意识，聚焦解决

烟叶全链条环节冗余、效率较低、成本
偏高等问题，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
路、管理的手段、政策的导向和协同的
理念，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强各环节、
各主体、各部门协同衔接，推进降本增
效挖潜工作试点，探索烟叶生产收购模
式和专业化服务变革，推进烟叶全链条
减工、减损、简序、定员，实现挖潜降本、
提质增效。

高原特色农业促进行动——
构建产业体系协同。联合农业农村

部门实施10万亩以上粮烟协同新型模
式示范。发挥烟草全产业链优势，推动三
产融合发展，建好烟区产业综合体“桥头
堡”。构建科技装备协同。联合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合力打通农机作业堵点卡
点难点。积极利用闲置育苗大棚、烤房群
等发展设施农业，高效引导农机装备开
展跨区域、跨周期、跨产业服务。构建组
织管理协同。引导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
经济，提升要素整合应用能力，规模化发
展“烟叶+N”现代农业产业。

2025年，省局（公司）系统将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筑牢云南烟叶优势地位，努力把烟
草打造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示范行业、资
源经济的招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
企业。

““四虫一剂四虫一剂””产品展示和推广应用产品展示和推广应用。。供图供图

准确识变主动求变 系统谋划创新突破
——全省推进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和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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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以思想之变破冰

多年来，云南烟叶以其独特品
质雄踞业界之首，“烟老大”思想也
成为前行的一大阻碍。2024 年，省
局（公司）党组组织开展“走出去”
学习考察活动，以学习交流促思想
破冰，以思想认识之变推动改革发
展之变。省局（公司）机关各处室、直
属单位分赴湖南、贵州、四川、重庆、
广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山东
等地，以及云南中烟等省内相关单
位，全方位开展学习考察活动，经历
了“夜郎三部曲”的心路转变。

此次“走出去”学习考察，烟叶生产
首当其冲。开眼界，以虚怀心态学习先
进经验；识短板，以躬身姿态找准发展
痛点；出实招，以思想之变促改革创新。
通过“走出去”学习考察，干部职工精神
面貌大提振、工作作风大转变，烟区各
项工作发生新变化。省局（公司）系统转

变思想观念，着力提高优质烟叶供给水
平；勇于担当作为，切实维护烟叶计划
的严肃性；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
烟叶生产转型升级；加强基层队伍建
设，形成强大生机活力，圆满完成 2024
年烟叶生产各项任务。

“走出去”“学回来”，省局（公司）
党组指出：要清醒地认识到我省烟叶
产业高质量发展还有较多需要重视和
解决的难题。总体来看，仍然存在重计
划资源轻技术落实、重收购均价轻烟
叶品质、重完成任务轻烟农利益、重惯
性思维轻严格规范管理的问题；仍然
存在技术标准故步自封，组织管理因
循守旧，生产总量底数不清的问题；仍
然存在烟区布局不优、烟田碎片化经
营、烟农老龄化、户均规模小等制约性
要素；仍然存在小农式经营、有机难
用、数字化水平不高的问题。

“二十四字”以工作目标破题

2024年，全省紧紧围绕“品质特色
突出、工业需求旺盛、烟农荷包鼓鼓、运
行规范高效”的“二十四字”烟叶工作目
标，统筹好量的精准把控和质的有效提
升，坚定而稳健地走好烟叶生产高质量
发展之路。圆满完成烟叶收购任务，收
购总值、烟叶税、烟农售烟收入、户均收
入再创历史新高，取得烟叶生产稳步前
行的六个“新”：一是烟叶高质量发展呈
现新气象，二是稳固烟叶基础取得新成
效，三是强化基层治理展现新作为，四
是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迈出新步伐，五
是烟叶质量管理开创新局面，六是高素
质队伍建设呈现新风貌。

——品质特色突出。科研中心建设
有序推进，大观实验室进入实质性运
行，全国首个烟草农业领域行业创新中
心——生物育种创新中心落地云南。

深入落实“951”烟区规划，持续构
建“三稳”长效机制。持续投入烟基水源
工程、省财政扶持资金、云产卷烟原料
补贴，推动核心烟区种烟比例提高到
69.7%；安排粮烟协同补贴、扩大示范
面积，累计建设 112个烟区产业综合
体；评出 96家烟区优秀村党组织领办
集体经济，兑现相应补贴。全省实现烟
农多元产业增收40亿元。

大力开展劣杂品种专项整治行动，
联合开发云产卷烟高端烟叶。建设 10
个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县，实现三大场
景、六大环节多点创新突破；示范“双
减”宜机化技术体系；重点环节机械化
率同比提高9.4个百分点。施用农家肥、
商品有机肥同比提高16.9个百分点、新
能源烘烤同比提高9.24个百分点、废旧
地膜回收同比提高 3.96个百分点；“四
虫一剂”产业化开发稳步推进；在边境
散放夜蛾黑卵蜂，建立重大入侵害虫草
地贪夜蛾防控生态屏障。全面应用行业
一体化、香叶智农数字化平台，推广物
联网智能烤房，智能分级收购、筐烟智
慧物流取得新进展。

——工业需求旺盛。积极推进 220
个基地单元1026.2万担烟叶开发，建立
8个区域加工中心，满足全国工业原料
模块配方加工需求。

打破常规抓质量，非常举措抓考
核，烟叶等级合格率达到82.99%，工商
交接检查等级合格率同比提高0.9个百
分点，工业上选率提高 8至 10个百分
点。云南烟叶金字招牌进一步擦亮，工
业企业满意度全面提升。

——烟农荷包鼓鼓。加大政策扶
持，加快烟农队伍结构优化。唱响烟农
增收六部曲：一是高位推动保增长促增
收，二是政策强基保增长促增收，三是
转型升级保增长促增收，四是提升质量
保增长促增收，五是粮烟协同保增长促
增收，六是服务全局保增长促增收。

2024年，全省烟农种烟总收入累
计达到334.8亿元，同比增加3.67亿元；
全省47.11万户烟农户均收入7.1万元，
同比增加 0.29万元。“90后”“00后”新
烟农队伍不断扩大，占比同比提高10.5
个百分点。

——运行规范高效。将烟叶领域基
层“微腐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纳入清
廉云南建设，深入开展烟叶生产收购不
正之风专项整治。深化“人情烟”“关系
烟”治理，组织州（市）、县两级烟草单位
700余人下沉烟站协助收购。深化空假
合同谋取私利治理，利用“一部手机种
好烟”平台，高效推进合同管理、收购进
度、资金兑付等站务信息公开。深化倒
买倒卖烟叶治理，在全省 1107个烟叶
收购站（点）、1707条收购线设置视频
监控系统，实时监控重点收购环节。

与此同时，省局（公司）系统全面开
展“感恩思进、感恩奋进”学习实践，淬
炼高素质干部队伍，一批国家技术能
手、行业技术能手、行业领军人才、产业
领军人才、行业学科带头人、省部级创
新人才脱颖而出，进一步夯实高水平科
技队伍。

“五项行动” 以堵点难点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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