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聪之乡 共筑富路镇沅县

“国家园林县城”——镇沅，位于
云南省西南部，地处哀牢山和无量山
之间，年均温度 18.6℃、降水量 1235
毫米，土壤类型以红壤、赤红壤等为
主，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有机
质，是优质烤烟种植最佳自然生态环
境。在这块热土上，镇沅彝族哈尼族
拉祜族自治县坚定不移推广“生态绿
色+”高质量技术措施，努力实现烤烟
种植均质化、产业发展绿色化、产品
供给高端化。

滇南烟叶数九甲。镇沅县有着
27年的种烟历史，烤烟生产始终以
最严格的技术规程，苛求每一道工
艺精益求精，发挥五大主攻质量的
措施法宝，大幅提升烟叶生产质量，
启动新一轮烟区规划，科学规划核
心区、优质区和适宜区。坚持以烟养
烟，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
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通过集约化
育苗技术、平衡施肥技术、三段式烘
烤工艺等的推广应用，不但提高了
烟农的烟叶生产水平，而且使烟农
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了农
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升。2018年，镇
沅县种植烤烟 9.16万亩，烤烟种植
户 9437 户，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2592户 11072人；实现烟农收入 3.57
亿元，同比增加 535万元；贫困户户
均收入 33235元，同比增加 3472元，
人均收入 7780元；村集体经济平均
收入67526元。

一直以来，烤烟产业是镇沅县的
支柱性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
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十
二五”期间，实现税收 4.34亿元，比

“十一五”期间增加 3.28亿元，增长
309.4%，占全县收入的26.34%。

近年来，镇沅烟草产业发展始终
瞄准高质量发展要求，走多元化发展
之路，形成以烟叶生产为基础、高原
绿色农特产品为补充的多元产业发
展体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
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烟叶生产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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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临翔区地处澜沧江畔，天
朗气清、土沃水活、温湿相宜，为烟叶
生产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舞台，初
步建成了最具影响力的生态烟叶基
地，实现了优质原料高效供给。

多年来，临翔区始终坚持绿色
健康优质安全新理念，着力打造绿
色生态烟叶品牌。2008 年至 2018
年，全区累计种植烟叶 71.74万亩，
收购烟叶 202.4 万担，实现烟农收
入 22.62亿元，累计上缴烟叶税 4.98
亿元，年烤烟收购量占临沧全市
20%。全区建立了生产技术推广网
格化管理体系，全面推行烤烟标准
化生产技术，做到最佳节令集中移
栽，高标准揭膜培土，高质量平衡
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适时成熟
采收；实现“专业化育苗、烘烤、分
级、运输和烟农代表交售”5个百分
百；积极探索燃煤替代烘烤、土壤保
育、田间废膜回收、秸秆回收利用新
举措。全力践行全心全意为烟农服
务宗旨，全力保障特色优质原料产
出，全力打造绿水青山、白鹭蹁跹的
烟区生态画卷。

打造脱贫增收支柱产业。长期以
来，烟草产业是全区核心支柱产业之
一，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2018年烤烟税收占财政收
入的 11.52%以上。在助力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中，2018年实现963户贫
困户直接售烟收入 2264.83万元、户
均收入达2.35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

帽；在助力“直过民族”振兴中，临翔
区拉祜族聚集地南美乡，依靠种植烤
烟，完成了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
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科学管理的现
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烤烟种
植亩均收入从 1623元增长到 3700
元，拉祜人日子越过越甜。

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方向。2008
年以来，临翔区累计投入2.22亿元建
设基础设施，帮助烟区打通道路、兴
修水利、建盖烤房和购买农机，打造
新型的基础设施，实现新型的生产管
理，着力改善烟区农业生产条件，增
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减轻烟农的劳动强度，
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为传统

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奠定
坚实的基础。如今，行走在临翔的烟
区里，四通八达的烟路、纵横交错的
烟水、鳞次栉比的烤房、错落有致的
砖房，展示着现代新农村的风貌，临
翔人依靠烤烟产业的发展，正逐步朝
着“种出金叶子、甩掉穷帽子、过上好
日子”的幸福时光迈进。

天成厚土、天然景色、天赐生态
的秘境山水，沉淀着历史、文明、文化
的厚重底蕴，弥散着崇尚自然、崇尚
生态、崇尚品质的悠远气息，为烤烟
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抹与生俱
来的国色天香，烟草产业正在并将继
续在临翔广阔天地中为乡村振兴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深耕沃土 托起希望临翔区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
南省南部，普洱市中部，是享誉中外
的“普洱茶”原产地和集散地，多样性
立体气候在造就普洱茶的同时也造
就了绿色生态烟叶。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改革的道路
上，宁洱烟区走出了一条顺应新时
代、新要求的高质量发展路子。2013
年，宁洱县烟叶收购量达 14.05 万
担，2014年开始，国家烟草专卖局实
行三年压库政策，宁洱烟叶收购计
划也随之递减至 10万担。如何稳住
10万担收购计划不调减？为此，宁洱
烟区积极探索，以质量与特色就是

“供给侧”为发展定位，提出打造“小
而精，精而强”的“小精品”发展战
略。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精益化生产，
近 4年来，共计收购烟叶 39.49358万
担，实现烟农收入 5.53亿元，烟叶税
1.21亿元，实现烟农、政府、工业、商
业“四满意”。

实现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必须
推进烟叶原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宁
洱烟区在全市率先实施全收全调，依
靠“需求引导、工商互动、诚信规范”工
商合作机制，强化基地单元建设，深化
改进措施，通过“定制化”开发，缓解结
构矛盾，提高烟叶可用性，为烟叶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2018年，全收全
调6.783万担，占收购总量67.83%，极

大满足工业对原烟产品需求。
实现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烟叶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宁洱烟
区按照“遵循规律、崇尚科技、敬畏土
壤、注重安全”发展理念，以“生态绿
色+”为抓手，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
遵循规律严格按照“十个时限”有序
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崇尚科技坚定不
移落实五大主攻质量，积极推广施肥
枪、滴灌和改良中耕培土机等，同时
积极开展雪茄烟试种，探索雪茄烟种
植经验；敬畏土壤高标准推动烟区规
划，积极推行深耕高垄、秸秆还田、绿

肥种植、客土移栽等改良技术；注重
落实烟蚜茧蜂、性诱捕装置等绿色防
控技术、加大残膜回收力度、推广生
物质燃料烘烤等，同时推广示范烟叶
可持续发展（STP）项目。

宁洱烟区主动担当促进烟区农
业经济供给侧改革，形成“主业稳收、
辅业增收、扶贫助收”良好局面。结合
本地冬闲地多和光热资源充足的情
况，将烟后玉米、水晶豌豆和无筋豆
确定为烟后主栽作物，仅 2018年就
增加烟农收入 3163万元，为农民增
收致富又开辟了一条新路。

茶马古道 打造精品宁洱县

凤庆县位于滇西纵谷南部，境内
群山连绵，山川相间，森林覆盖率达
67.1%，有着“东方多瑙河”美誉的澜
沧江从西北入境，由东南出境。四季
如春的气候、充足的阳光、适中的雨
量、肥沃的土地和悠久的种烟历史，
使凤庆成为全市最大的优质烟叶基
地，尤其是澜沧江以北的诗礼、新华、
鲁史主产区，堪称全市烤烟生产技术

“标兵”，是全市烤烟产业巩固和发展
的中坚力量。

凤庆是临沧最早承担“替代进口
烟叶”“特色优质烟叶”“山区现代烟草
建设”示范项目的产区，是备受工业企
业青睐的优质原料生产与供应基地。
凤庆烟草坚持以市场需求倒逼转型发
展，围绕提质增效目标，在组织领导、
政策宣传、结构调整、过程控制、督查
考核等方面精准发力。突出绿色生产，
100%推广使用有机肥，100%回收大田
农用废弃物，稳步推进新能源烤房烘
烤及烟夹使用，在群众中树立起“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科学发
展理念。依托合作社，重点在提升专业
化服务水平和科技措施到位率上下功
夫，引导烟农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
种植，不断探索减工降本措施，千方百
计提高烟叶质量，增加烟农收入。

凤庆烟草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
第一政治要务，心系烟农、情系烟区，
按照精准扶贫要求，以产业扶贫为
主，资金帮扶为辅，为全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持。2018 年，
127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售烟收
入3.52万元；全年干部职工累计走访
挂钩户2266次；兑现519户贫困户种
烟面积减少专项补贴资金 37.83万
元；争取烟区扶贫项目资金25万元，
教育扶贫捐赠资金 10万元，职工挂
钩帮扶捐款资金8.6万元，运用“中国
社会扶贫网”为挂钩村两户生病贫困
户捐款 0.7万元，为扶贫挂钩村小学
捐赠图书135套，价值1.35万元。

近 3 年，全县累计种植烤烟
21.48万亩，收购烟叶 59.84万担，实
现烟农收入8.04亿元、户均收入3.81
万元，累计上缴烟叶税 1.77亿元、占

全县财税总收入的22%左右。累计投
入行业资金 3.44亿元，完成烟水工
程、机耕路、密集烤房、农机具等项目
1.91万件，建设特色优质烟叶基地单
元两个，烟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
御自然灾害能力显著提高，产业惠民
富民深入人心。

为持续发挥烟草产业在凤庆经
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支柱产业、扶贫
产业、优势产业”的重要作用，凤庆县
将通过土地流转与职业烟农培育相
结合的方式，深入推进现代烟草农业
建设，拓宽增收途径，搭建“主业稳增
收、辅业助增收”的新格局，助推乡村
振兴战略。

精准发力 提质增效凤庆县

永德县位于“西南腹地，南汀河
畔”，气候宜人，有“恒春之都”的美
誉，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地理环境，
造就了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干湿季
分明的南亚热带河谷气候，烟区丰富
的土地资源，疏松、通透、肥力适中的
红壤土，为生产优质烟叶提供了得天
独厚自然生长环境。

永德县拥有核心适宜烟区 10余
万亩，建成特色基地单元 2个，2018
年种植烤烟 5万亩，收购量 13.5万
担，实现烟农售烟收入 1.83亿元，烟
农户均售烟收入28726.71元，同比增
加 2873.31元，增幅 11.12%，使 6389
户烟农走上小康之路。“十二五”以
来，基础设施累计建设 1.58万件，投
入资金 38256.7万元，烟基工程已成
为当地助力脱贫攻坚的“民心工程”。

全县已建成砂石机耕路 42条、
96.2公里，投入1295.19万元；烟叶调
制设施 8167座，投入 25796.28万元，
农用机械 2289台套，大小水利工程
3173件，有中型水库一座、库容 3110
万立方米，小一型水库3座、库容514
万立方米，小二型水库5座、库容274
万立方米以及若干的塘坝和水窖，总
库容量 4180 万立方米，可控水量
11563.65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88250亩，有效灌溉率达 27.5%。曾
经“人背马驮取水难，雨少缺水干瞪
眼”是永德县山区农村灌溉的真实写

照，如今，烟农尹德伟感慨地说：“现
在真的是政策好了，以前栽烟用水急
到哭，现今地边守着水自来。这个水，
救活了烟株的命，也给了我们好的生
计，真的是造福水。”一个“路成网、渠
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山区现代烟
草农业建设雏形已然形成。

近年来，永德县烟叶生产紧紧
围绕“市场、质量、绿色、生态、安全”
的工作方针，践行全心全意为烟农
服务理念，100%开展专业化育苗、
专业化烘烤、专业化分级、测土配
方施肥、烟蚜茧蜂防治、绿色植保
和集中运输、代表交售工作，亩均

降本 900元，深受广大烟农和工业
企业的青睐。

无产业脱贫攻坚难，无特色产业
易返贫，烤烟产业已经成为永德群众
脱贫致富奔小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不可或缺的特色产业。通过以问题为
导向，制定“一乡一策、一村一策”切
实可行的措施，提升贫困地区烤烟生
产种植水平，促进烤烟增产提质增
效，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实力，提高烟
农收益，为贫困地区烟农实现增加收
入“撑竿跳”提供了有效途径，为永德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景东彝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南中
部，是普洱市的北大门。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70.73%，林木绿化率74.56%，
境内无量山、哀牢山两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至今仍保持着完好的原始生
态，是地球同纬度带生物资源最为丰
富的自然综合体，被誉为“天然绿色
宝库”和“天然物种基因库”，丰富的
自然资源奠定了景东烤烟产业“绿色
崛起”的基础条件。

1992年景东县起步种植烤烟，种植
面积从0.36万亩发展到2013年的12.07
万亩，再到2019年8.92万亩，全县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到质、从“高
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

承载历史，勇担重任。烤烟发展
到 2019年的 24万担，已成为全县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长的支柱
产业。烤烟通过20多年努力培植成为
景东的优势产业，产量和产值均居普
洱市前列，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不断推
动着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十三五”以来，全县累计收购烟叶
76.97万担，实现烟农售烟收入 10.73
亿元，烟叶税收 23604.46万元。2017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3亿元，
仅烟叶税一项就达 7729.04万元，占
比为6.12%，占可支配收入40%左右。
2018年种植烤烟9万亩，88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2万元以上；建档立卡贫

困户2064户8584人，种烟1.85万亩，
实现售烟收入 6742.52万元，户均收
入3.27万元，人均收入7855元。

绿色是烟草农业的底色，生态决
定烟草特色。秉持“遵循规律、崇尚科
技、敬畏土壤、注重安全”的普洱烟叶
生态绿色发展理念，在出新中出彩，坚
定不移抓好“生态绿色+”N项综合配套
措施的落实。全面推进绿色土壤保育、
绿色防控、生物质能源烘烤等绿色生
态烟叶开发工作，突出山坝结合的特
色，抓住景东山地烟叶质量好和坝区
连片种植易管理的特点，坚持以山地
烟为基础，河谷田烟为突破，注重山区
抓面、坝区抓点，实现点出经验、面出
成果；突出品种特色，全县以优质烟叶

品种为基础，着力培育开发新品种，全
面构建契合高质量烟叶发展需求、烟
农“高产、高效、轻简”要求的集成技术
体系，提升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突出
生态特色，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以

“特色＝生态+科技+适度规模”理念，
引领景东烤烟产业发展。利用“林在地
边生、烟在林中长”的自然生态优势彰
显景东的烟叶生态特色。

“望得见山、看得见烟”，坚持绿
起来与富起来统筹兼顾、做到高颜值
与高质量齐头并进，在“稳住大局、突
破困局”中开创“追赶跨越、绿色崛
起”的新局面。匠心品质、点绿成金，
汇聚绿色发展正能量，谱写景东烟叶
品牌绿色传奇。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素有“千景
之谷”“茶祖之源”“佛乡”之称。全县山
地、高原、盆地相间分布，森林覆盖率
达78.33%，年降水量为1354毫米，是
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绿海明
珠，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

1992年至今 27年的发展历程，
全县烟叶产量由初始的几百担发展
到 2013年的 22.5万担，再到 2017年
产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期稳定在
20.2万担，生产规模已“由小变大、由
弱变强”。近年来，景谷县围绕现代烟
草农业建设这一核心，把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于整个烟叶生产过程，着力打
造“质量优、特色强”的烟叶品质，实
现了由“告别量的图腾”向“扬帆质的
飞越”跨越式发展。

遵循规律，坚守质量。牢牢把握
市场规律，站在从对消费者负责、对
工业企业诚信的高度，推动以质量促
发展。2016年至2018年，实现烟农收
入9亿多元，户均收入2.9万元以上，
在烟叶质量上“双重达标”。

崇尚科技，绿色发展。2019年，
积极响应农业农村部提出的“一控
两减三基本”政策，按照普洱烟草

“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广
实施滴灌示范烟田 5000亩；建立以
生物和物理防治为核心的烟草病虫
害立体防控技术体系，预计可实现
化学农药亩均使用量减少 20%以
上；推广烟蚜茧蜂防治烟蚜技术
7.33万亩，推广率 100%，完成大农
业推广 2.93万亩，占烤烟种植面积

的 40%；推广使用生物质燃料烘烤
机1703座，为减工降本、防污染提供
了保障；实现残膜回收率 95%以上，
切实减少了烟地“白色污染”。

敬畏土壤，持续发展。推广绿色
土壤保育，引导永平云安烤烟合作社
建成商品有机肥厂和生物质燃料厂，
2019年全县有机肥施用面积 3.8万
亩，化学肥料亩均施用量同比减少
8%；开展客土移栽示范1000亩，实施
水肥一体综合配套示范 1100亩。同
时，运用生石灰调节pH值、大型机械
深耕、商品有机肥配套施用等，将土
壤调至烟株生长的适宜状态。

注重安全，打造品牌。围绕核心
烟区建设，把计划分配到优质烟叶产

区，规划建设万担规模以上乡镇 6
个，千亩以上村14个，1000亩以上连
片种植面积 2片，500亩至 1000亩 7
片，100亩至 500亩 13片，形成“三山
四谷五坝”核心烟区发展格局，着力
打造绿色生态烟叶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精准脱
贫责任，将收购计划倾斜到贫困农
户，累计投入基础设施补贴资金3.53
亿元，实现 1703户贫困户户均收入
19894元，使一批贫困群众有了稳定
的经济来源。培育职业烟农1800户，
打通了职业烟农增收致富的“技术通
道”。永平镇迁毛村、芒腊村，碧安乡
云中村、漫河村等核心烟区农户通过
提升种植水平，收入稳定增长。

千景之谷 绿色先行景谷县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位于云南南
部，普洱东部，北回归线穿城而过，素
有“太阳转身的地方”之美称。

烤烟是墨江县的支柱产业，是促
进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重要途径。
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条件，充足
的光照，适宜的温差，为生态特色优
质烟叶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近年来，墨江县以“林在地边生、烟在
林中长”的生态特色，着力打造“北回
归线”特色优质烟叶品牌，实现烤烟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至2018年，墨江县累计收
购烟叶51.155万担，烟农收入7.03亿
元，实现税收1.55亿元。随着机械化作
业、规模化种植、创新适用技术的推
广，烤烟产业助农增收效果明显，烟农
生活呈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态势。
烟叶成为墨江县强农惠农的支柱产
业，不仅如此，在转变村民思想观念、
建设基础设施、推广种植新技术的基
础上，墨江县积极探索帮助烟农发展
烟后玉米、水晶豌豆等粮经作物种植，
有效带动了烟农增收致富。

近年来，墨江县围绕“遵循规律、
崇尚科技、敬畏土壤、注重安全”的发
展理念，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设施利用率，通过优化烟区布局、
打造核心烟区，改变传统“零、散、低”

的种植模式，积极拓展新型适用技术
推广和机械化作业，推广应用土壤保
育、壮苗培育、平衡施肥、绿色防控、
成熟采烤等先进技术，有力促进了烟
株营养均衡、品质提升；以推广小型
机械深耕、施肥机、普改密、烟夹、生
物质燃烧机应用，实现山区现代烟草
农业减工降本，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
种植烟叶的效益。

优化布局、科学规划，解决“谁来
种”的问题。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规划
核心烟区，稳定烟农队伍，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工业卷烟品牌对

原料的个性化、差异化、特色化需求。
抓牢技术落地，解决“怎么种”的

问题。科学技术应用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不断完善烟农服务体系，提
高烟叶生产全程管控，通过有序轮
作，推广施用农家肥、秸秆还田、绿肥
种植、客土移栽等土壤保育措施。推
进清洁生产和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
术，确保生防技术全覆盖。

推进管理创新，解决“谁来管”的
问题。不断加强生产技术人员培训，主
攻烟叶生产五大质量，层层压实责任，
按生产环节提前介入，强化过程管理。

回归之城 点绿成金墨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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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活动普洱市临沧市参评单位工作扫描

无量宝地 匠心品质景东县

恒春之都 续写辉煌永德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