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现代农业样板 助力决胜脱贫攻坚
——“云南首届最具影响力烟区”评选活动玉溪市参评单位工作扫描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地
处云南省中南部，北纬 23°18 至 23°
55 ，位于世界烤烟种植黄金走廊和云
南烤烟生产最适宜区内。全县光热资
源丰富，境内山坝相间，立体气候明
显，年均气温19℃至22℃，年均降水量
1000毫米至1500毫米，生产优质烟叶
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从 20世纪 50年代试种开始，烟
草产业在元江县落地生根，逐渐发展
成为元江县的支柱产业。烤烟发展历
史高峰种植面积达 8.3万亩，烟叶收
购量达 24.28万担，烟叶创税对地方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全
县种植烤烟 5.65 万亩，收购烟叶
15.15万担，烟农收入 2.27亿元。2019
年烤烟种植面积 5.675万亩，烟叶收
购计划 15.15万担，共有 8个种烟乡
镇。采取“烟站+合作社+烟农”的烟叶
生产管理模式，连片化、规模化水平
不断提升。在烟叶生产过程中抓科技
措施落实，全县 2016年至 2018年开
展烟田轮作 14.6万亩，推广有机肥 15
万亩，蚜茧蜂生物防治 100%覆盖烟
田。元江的烟叶质量也获得了工业企
业的认可。

作为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元江县

工业经济欠发达，农民脱贫致富产业
匮乏，烤烟产业的发展为元江县产业
脱贫注入了新活力。元江县将烤烟产
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鼓励引
导贫困户种植烤烟，各项补贴政策优
先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贫困烟区生
产技术指导，减轻贫困烟农种烟负担，
同时提高贫困烟农种烟效益。2014年
以来，元江县烟草产业扶贫累计涉及
5603户 23236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烤烟交售收入累计达 1.21亿元，户
均交售收入2.61万元。全县30%-40%

的农户因为种植烤烟盖起了新房子，
约2500户农户在城里买了新房子，烤
烟真正成为了元江农民脱贫致富的

“黄金叶”。
元江烟草将烟草基础设施建设融

入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改善乡村生产生
活条件，惠及大农业生产。2014年至
2018年间，元江县累计建设烟叶生产基
础设施项目3104件，补贴资金5420.54
万元，受益面积 14.50万亩，受益农户
5937户。烟草基础设施建设为元江县乡
村振兴贡献了重要力量。

江川烤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媲美津巴布韦。1953年的“全国烟叶
质量评比”，江川烤烟创造了108分
的超满分传奇，成就了“云烟之乡”
66载美誉；2009年江川入选中国烟
草种植区划最适宜区域，2017年被
中国烟草总公司认定为西南高原生
态烟区的典型产地。

根深促叶茂。1986年开始推行
的“烟田是第一车间”理念和政策，
充分调动了烟农种烟积极性，不仅
培养了一批批经验丰富、精耕细作
的烟农队伍，也使江川烤烟的规模
跃上了20万担的台阶，厚植了江川
烤烟发展的肥沃土壤。江川区委、区
政府始终坚持“烟草兴、经济兴”的
发展思路，形成了“上下一心抓烤
烟”的传统，造就了一支“懂烤烟、会
抓烟、抓得好烟”的干部队伍，营造
了江川烤烟良性发展的浓厚氛围，
保持星云湖畔万亩烟田规模化连片
种植；膜下小苗移栽、蚜茧蜂生物防
治、新能源烤房等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大幅提升了江川烤烟发展的“含
金量”“含绿量”。在政、工、商、农“四
轮”共力驱动下，江川烟区已然成为
红塔集团核心原料基地。

反哺共发展。在江川，烟草产业
一直是支柱产业。每年的烟叶税都
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经

济发展的“顶梁柱”；每年 3亿元以
上的烟农收入和 2000万元以上的
烟叶生产扶持补贴，相当于为全区
每名农业人口实现了 1828元的收
入，烤烟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器”；
2018年种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814户 3065人，占全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 42%，实现户均种植烤烟
收入2.9万元，人均收入7701元，精
准助力扶贫攻坚。

进取有作为。江川区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工作中，坚定不移地将
烤烟定为主导农业产业，规划基本
烟田19万亩，担当起“产业兴旺”的
主力；累计投入 1.8亿元，建设烟水

工程2万多件，受益面积29.5万亩；
投入1219.6万元，建设机耕路86件
98.3公里；投入 225.7万元，补贴购
置农机设备611台；投入8951万元，
建设及改造卧式密集烤房4300座，
推进拆散集建、拆老建新，示范推广
电代煤烘烤，推动清洁环保生产，助
推美丽乡村建设。

前景更可期。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江川区将按照“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的现代农业发展思路，
精心谋划江川烟草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江川烟区“一湖碧水映蓝天，
万亩金叶漾欢颜”生机盎然的蓝图
正在展开。

峨山地处滇中优质特色烟叶种
植黄金走廊核心腹地，是新中国第
一个彝族自治县。勤劳朴实的彝乡
人，在青山绿水间，用烟叶孕育了
红塔集团高端中式卷烟、推动了彝
乡巨变，烟农的腰包鼓了、水路通
了、田园美了、生态好了。

立足原料市场需求，创新产业
发展模式，峨山彝族自治县始终立
足于卷烟工业原料需求，坚持“第
一车间”的理念，坚持好田好地种
好烟，好烟好料送红塔，成为红塔
首选优质原料基地和坚强后盾。峨
山凤窝村是中国第一座烟草庄园
的诞生地。借鉴凤窝经验，峨山县
深入贯彻落实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
稳定核心烟区，建立了“田烟—蔬
菜—水稻—油菜—田烟”水旱轮作
模式和“地烟—蔬菜—玉米—油
菜—地烟”旱旱轮作模式，推动以
烟为主的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全县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十年来，
峨山县烟叶生产规模始终稳定在
20万担左右，是红塔集团在玉溪唯
一的订单生产试点县，该县于 2012
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烟叶工
作先进单位”，2016 年成为全省优
先启动的十个“2260”高端特色烟
叶开发项目县，在考核评比中荣获

全省第一。
烤烟一直是峨山县域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烟农增收、财
政增长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
每年烟农烤烟收入稳定在 3亿元左
右，户均收入年均增长 8.9%，烟叶
税年均增长 1.1%。烤烟也是峨山县
脱贫攻坚的“助推器”，2018年 1200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烟叶交售
收入 2.29万元，实现当年脱贫，烟草
产业成为峨山县富民强县的第一支
柱产业。

峨山县大力推广蚜茧蜂防治
烟蚜、生物质燃料替代烤煤、烟田
废弃物回收、有机肥施用、秸秆还

田等技术措施，推动绿色发展。尼
去本、筇川、新街河三座烟草援建
水源工程共计投入烟草补贴资金
1.82亿元，持续改善了农业基础设
施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乡村
协调发展。自 2005年以来，峨山县
累计投入烟叶基础设施建设补贴
资金 4.62 亿元，受益烟田 32.72 万
亩，“烟渠水长流、烟路通四方”，推
动了烟区乡村共享发展。

今后，峨山县将以“工匠精神”
致力于烟叶生产管理水平提升、烟
叶提质增效和安全生产，为卷烟工
业提供更好的特色烟叶原料，助推
烟农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产业兴旺 彝乡巨变峨山县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我省
中部偏西南，地处哀牢山中段东麓，
属亚热带气候区，森林覆盖率达
64.6%，烟区土壤以沙壤为主，通透性
好、酸碱度适宜，生态条件高度匹配
优质烟种植需求。新平烟区独享“一
片森林一片烟，片片都是生态烟”的
自然禀赋，在享誉全国的云南烟区
中，深受省内外工业企业青睐，红塔
集团、浙江中烟先后在此建立了特色
优质烟叶基地单元。

为打造黄金烟区，新平县着力
调优规划布局，确保好田好地种好
烟，规划出核心区、优质区占比
92.3%；通过强化科技支撑与创新，
以抢抓最佳节令移栽倒推最佳育苗
时间，确保苗适、苗壮、苗足；全面
推进山地烟膜下小苗移栽，全面推
进山地烟以水调肥，全面开展有机
肥改良土壤，全面做实绿色防控，
全面开展商品化烘烤等措施，确保
烟农增收、烟区稳定、工业满意。
2018 年全县种植烤烟 7.65 万亩，上
等烟比例达 71.96%，收购烤烟 20万
担，在全省 65个种烟县区中排名第
31位。

烤烟产业是新平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柱产业，烟叶税收是地方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烤烟产业效益关乎民
生利益。多年来，该县通过压实各级生
产责任，确保行政支持到位，同时强化
生产扶持，每年投入财政资金不少于
1300万元，烟草行业补贴资金1400万
元左右，重点扶持土壤保育、绿色防
控、商品化育苗、商品化烘烤、脱贫攻
坚等方面。2018年全年实现烟农交售
收入 2.87亿元，户均收入 4.01万元，
36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依靠种烟稳定
脱贫。

推进乡村振兴，农村富、农村美，
完善设施是基础。2005年以来，该县累

计投入资金4.3亿元，修建机耕路 233
公里，修建小坝塘、水池、水窖、育苗设
施、烤房等 2万余件，购置农用机械
2000多台（套），新建横山水库水源项
目，总受益面积达67万亩。得天独厚的
种植条件和管理经验成功吸引了许多优
质烟叶项目入驻。

新平县将充分依托独特的自然优
势和历史经验积淀，进一步强化绿色
发展理念、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科
技兴烟力度，以稳定核心烟区、助力烟
农增收为抓手，全面开启烟草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稳定核心 助力增收新平县

易门县位于滇中腹地、玉溪市西
北部，生态环境优良，物产丰富，盛产
野生食用菌，素有“滇中水城、菌乡易
门”之称。境内日照充足，海拔适中，森
林覆盖率高，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烤烟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
全省引种烤烟较早的地区之一，是“云
烟之乡”的重要成员。

该县规划核心烟区 8.62万亩，常
年烤烟种植面积 6.5万亩，烟叶收购
量 17万担，是红塔集团优质核心原
料基地。

烤烟产业是易门县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柱产业，在促进脱贫攻坚、推动
农业转型升级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助推烟农增收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近年来，该县通过围绕烤
烟产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推广
先进生产技术措施，在烟农增收上取
得突出成效。2018年，全县实现烤烟
产值 2.62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12.8%，烟农户均收入达 3.43万元。产
业带动建立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 7
个，年均带动就业人口 811人。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种烟比例达 39%，
2018年种植烤烟 1万多亩，实现烟叶
交售收入3674.1万元。

自2005年起，易门县全面实施高
标准、高质量烟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2018年，全县共完成工程3.16万
件，烟草补贴资金 2.7亿元。其中补贴
建成密集烤房2550座、密集烤房设备
维修更换 270座、热源内置功能性改
造烤房2600座；建成烟水工程2.48万

件，包括水池 540个、小水窖 2.38万
口、管网98件、沟渠304条、小塘坝 52
座、提灌站 10座；建设机耕路 109条；
拥有深耕机、起垄机、植保机等通用机
械311台（套），烟草专用机械1010台；
配套育苗小棚1.5万余个。

今后，易门县政府将在巩固当前
烤烟产业良好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围
绕烤烟建产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促
进烤烟产业提质增效。

澄江县位于我省中部，玉溪市东
北面，既是“生命摇篮”，又是滇中粮
仓，全县总人口 21.2万人，坐拥抚仙
湖、南盘江，形成“七山二水一分坝”格
局。澄江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是黄金
走廊特色优质烟叶种植区腹地。

立足“第一车间”，建设优质烟叶
生产体系。澄江烟叶生产始终坚持市
场需求和问题导向，把“第一车间”作
为突破口，致力打造优质烟叶核心产
区。“十二五”至今，全县累计种植烤
烟近 36万亩、收购烟叶 98.83万担，
累计投入烟叶扶持资金 1.35亿元，着
力构建种植区域化、品种良种化、栽
培规范化的特色烟叶生产技术体系。
烤烟生产通过测土平衡施肥、增施油
枯型有机肥、蚜茧蜂防治蚜虫等一系
列科技措施的推广应用，赋予产品

“绿色”品质。烤烟种植主体不断优
化，培育新型职业烟农，鼓励合作社、
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改进经营管理模
式，保障了优质烟叶生产技术精准落
实到位。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澄江
县委、县政府将烟草产业的稳定发展
不断融入到扶贫攻坚战中。烟草企业
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粮铺
路，烟致富”的发展道路。“十二五”至
今，烟农累计种烟收入 13.62 亿元，

2017年至2018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通过种植烤烟实现了当年脱贫。
2019年全县计划收购烤烟17.85万担，
预计实现烟叶交售收入2.72亿元，31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预计当年脱贫。

调结构稳烟区，牢记使命巧绘乡
村新貌。澄江县委、县政府围绕保护抚
仙湖，以土地整体流转为契机，突出以
烟为主，在抚仙湖畔规划核心烟区4万
亩，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烟叶税利取之于
民，惠之于民。“十二五”至今，烟草部
门共投入烟水配套工程建设资金
8513.5万元，机耕路建设资金538.4万

元，农机设备资金 797.4万元，彻底扭
转了基本烟田水土资源制约烤烟生产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勾勒出
一幅“沟相通、渠相连、路通畅、村变
样”的和谐乡村新风貌。坐落于抚仙湖
畔的玉溪庄园，以“崇尚回归自然”的
理念，以玉溪三农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为载体，引领全县乃至
全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烟农
增收，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一望无际的烟田映衬着烟农的笑
脸，形成了一幅“满城翠色水连天，万
亩烟乡尽笑颜”的美丽画卷。实现烟叶
高质量发展，澄江烟草正奋力前行。

三产融合 共享发展澄江县

华宁县地处滇中，历史悠久，山川
秀丽，人杰地灵。这里是以彩釉陶闻名
的“陶乡”，盛产早熟优质柑橘的“橘
乡”，潭泉密布的“泉乡”。这是一块神奇
的土地，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2004
年8月华宁县被评为全国生态农业示
范县，由于绿色生态烟区优势突出，是
优质烟叶的主要产区，先后被列为云南
省优质烟基地和高端特色烟叶开发县。

华宁县于1943年引进烤烟，但一
直发展缓慢。1984年烟草管理体制理
顺后，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烤烟
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历届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烤烟生产，把烤烟产业作
为全县农村经济支柱产业重点培育，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种植面积，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
烤烟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
投入，努力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烤烟产
业的快速发展。1985年全县烤烟种植
面积突破5万亩，在之后的30余年间，
年种植面积在 8万至 10万亩之间，烤
烟种植面积、收购量、烟农收入、税收
等几项指标均名列全市第一，实现了
烟叶优质高产、烟农增收、财政收入增
加。为了确保烤烟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全县各级党政组织群策群力，烟草部
门通力合作，大力推广适用科学技术，
狠抓各个环节标准化技术措施落实，
多举措推进烟叶生产绿色、环保、生
态、节能发展。

近年来，华宁找准烟叶生产与脱

贫攻坚的契合点，主动作为，服务大
局，坚持收购计划、烟基设施、科技扶
持“三倾斜”政策和“一村一策”精准
扶贫措施，烤烟产业形势喜人。2018
年种植烤烟 8.125 万亩，收购烟叶
22.25万担，均价 30.65元/公斤，上等
烟比例 72.6%，烟农交售收入 3.41亿
元，户均收入 5.3万元；近 8年全县累
计交烟收入 27亿元，全县 345户贫困
户种烟全面脱贫，一部分种烟大户提
前进入小康。在发展烤烟的同时，华
宁县坚持走好“围绕烤烟调结构，依
托烤烟建产业”的农业产业协调发展
路子，带领烟区农户大春种烤烟、小
春栽蔬菜，实现烟菜双丰收，实现主
业稳收、副业增收、扶贫助收，着力把
烟叶打造成农业强的典范，把烟区打

造成农村美的典范，把烟农打造成农
民富的典范。

2005年以来，华宁县持续发挥烟草
产业优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努力改善
烟区生产条件，重点解决烟区水利设施，
大力兴建蓄水、引水工程，修建烟区道
路。截至2018年，累计投入烟基建设补
贴资金3.33亿元，基本实现“田成方、路
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机能耕”，
有效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推了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在未来的发展中，华宁烟草将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稳定核心烟区为
抓手，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努力实施
科技创新驱动战略，践行“绿色、生态、
优质、特色、安全”的理念，确保烤烟生
产持续发展。

通海县地处滇中南，区位优势
突出，县域经济繁荣，文化源远流
长，素有“礼乐名邦”之美誉。全县国
土面积 721平方公里，杞麓湖嵌于坝
区北部，境内海拔适中、植被繁茂、
气候温润、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水
利发达，植烟要素齐全协调，属“云
烟之乡”核心区域，是红塔集团和四
川中烟核心原料基地。

通海烤烟种植历史悠久，1914年
试种开全省先河。改革开放后，通海作
为“第一车间”发祥地，烤烟生产一度
成为全国标杆，1984年至1997年连续
14年获得“全国烟叶生产收购先进
县”荣誉；通海烟叶曾被美国烟草专家
琼斯教授赞誉为世界一流。进入新世
纪，通海县深刻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实
施“围绕烤烟调结构、依托烤烟带产
业”发展战略，烤烟与蔬菜、花卉平衡
发展，形成“保护优先、以烟为主、协同
并进、技术互鉴、优势互补”的产业时
空布局。近年来，通海烤烟种植稳定在
5万亩，收购烟叶14万担左右；烟农售
烟收入 2亿余元，户均 2.2万元，助力
9309户烟农和14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奔小康。烟农增收、财税增长、企
业增效达到良好平衡状态。产业贡献
独占鳌头，发展态势行稳致远。

通海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深化“抓烟就是抓发
展”的认识，践行全心全意为烟农服
务的理念。在育苗、烘烤、收购等环
节全面推行专业化服务；在预整地、
移栽、中耕、绿色防控、采收等环节
全面实施“分户督导+联户互促制”。
2005 年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至
今，累计投入行业资金 1.53亿元，建
成烟水、机耕路、烤房、农机具、育苗
设施等项目 9578件，高标准配套基
本烟田 12.29万亩，其中核心区 8.93
万亩、优质区 3.36万亩。烟区综合生
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幅提
升，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产业助推乡
村振兴持续发力，广大烟区已成为

“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典范。
“十三五”以来，通海烤烟生产以

杞麓湖径流区“两山”理论实践创新
为目标，以“市场、质量、绿色、生态、
安全”为主线，加强环境资源保护、坚
持轮作制度、实施清洁生产、开展绿
色防控、推行低碳烘烤，创新超密集
装烟烘烤技术，凸显水肥调控强、田
间成熟好、烘烤水平高等传统优势，
再现鼎盛时期完美烟叶品质，备受市
场青睐。

通海烟叶，历史积淀厚重，基因传
承优良。在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
通海县将应时顺势、笃志力行、扬长补
短，再铸产业发展“通江达海”新辉煌。

生态优势 活力尽显元江县

凸显特色 夯实基础易门县

发展产业 村美民富华宁县

根深叶茂 前景可期江川区

传承历史 再铸辉煌通海县

本报美编杨千红制图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编辑/李清 美编/赵行伟 制作/张学鹏

6-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