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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9日，交售完最后一轮烟叶的
王德双拿着发票走出四川广元市剑阁县武连
烟点。阳光从金灿灿的烟叶反射到他脸上，眼
睛不自觉地眯成了一条缝，他乐得嘴巴都合
不拢了。

“今年赚翻了吧？”旁边等待交售烟叶的
烟农打趣道。“哎呀，将就将就。”虽然嘴上打
着哈哈，王德双心里的账早就算得明明白白
了。他今年种烟35亩，光卖烟收入就有14万
多元，加上各类补贴和合作社分红，总收入超
过15万元。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喜笑颜开的烟农可
不止王德双一户。今年，广元全市共收购烟叶
80027担，实现烟叶总产值9277.98万元（不含
补贴），上等烟比例达到49.06%，较去年提升
21.39 个百分点，收购均价 23.19 元/公斤，较
去年提升19.91%，烟农户均售烟收入达5.74
万元，这在多灾之年显得尤为难得。

作为四川五大烤烟产区之一，广元自
1988年开始种植烤烟，至今已有30年历史。
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集订单农业、科技农
业、高效农业于一体的成熟产业，得到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一直是广元特色产业之一。

2008年“5·12”地震后，广元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大力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抓住
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等契机，先后投入资金
7.5 亿元，开展烟基设施和烟水配套工程建
设。其中，新建水池40余万立方米、管网346
公里、沟渠134公里，塘坝176万余立方米，修
建、硬化道路629 公里，整理土地2.89万亩；
修建烟叶调制设施 19652 台套，购置农用机
械8237台套，购置育苗设施4470套。烟区烟
水、烟路、烟房全面配套，极大地改善了烟区
人民生产生活条件。

“十二五”以来，广元累计种植烤烟52.91
万亩，收购烟叶 129.51 万担，实现总产值
13.28亿元，上缴各类烟叶税收4.22亿元。尤
其是 2012 年，全市烟叶生产达到历史最高
峰，共种植烤烟8.3万亩，收购烟叶27.5万担，
实现产值 2.86 亿元，上缴税收 6300 余万元，
为烟区灾后重建、精准脱贫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自 2013 年全国范围实施烟叶“双控”
（控面积、控产量）政策以来，广元烟叶种植规
模连年下调，种植计划从 2012 年最高峰的
27.5万担调减到2018年的10万担，烟农持续
增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我们的原则是烟叶种植规模降，但烟农
的收益不能降。我们这几年重点在做精主业、
做优辅业上下功夫，双管齐下保证烟农收入
稳中有增。”广元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中
心主任陈利平道出了增收之道。

得益于广元烟草人艰辛却富有成效的探
索，在规模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广元烟区烟农
户均总收入却从 2012 年的 4.05 万元稳步提
升到2018年的6.79万元。

有了烟叶产业，致富路越走越宽
——四川广元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助农增收工作侧记

□ 常炳文 陈仕江

陈利平口中的主业就是烤烟产业。“双控”
政策实施以来，全市烟叶计划逐年调减，加之脱
贫攻坚战略深入实施，各级党政大力发展核桃、
猕猴桃、黄金梨等特色产业，劳动密集型的烤烟
产业比较效益降低，烟农增收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

“在烟叶产业上，我们坚持小而精、小而优、
小而特的发展思路，不断在布局优化、技术推
广、环节管控上发力突破。”据广元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副经理谭永明介绍，在优化布局方面，
广元烟草坚持将有限的计划资源向基础条件
好、工业需求旺、烟农队伍稳的种烟乡镇转移，
并在计划分配上适度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通

过优化布局，一方面夯实了烟叶种植基础，另一
方面大大缩短了管理半径，更加方便为烟农提
供服务。

在技术落实上，广元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引入成熟实用
新技术，到先进烟区学习交流，结合地方生产实
际推广了井窖式小苗移栽、平衡施肥、不适用烟
叶处理、打顶留叶、控碱提香、带茎砍烤等实用技
术，烟叶质量连年提升。2018年，全市上等烟比例
达49.06%，较去年提升21.39个百分点，收购均价
23.19元/公斤，较去年提升19.91%。

昭化区沙坝乡红寨村二社烟农蒲正茂就是
新技术的直接受益者。2018年，广元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在试点基础上大力推广带茎砍烤技
术，着力解决上部烟叶烤后质量不佳问题。蒲正
茂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今年种植的32亩
烤烟上部叶全部采用带茎砍烤技术烘烤，上部
上等烟比例由去年的 18.7%提升到今年的
29.7%，上部下等烟比例由7%降至0.9%。

“带茎砍烤技术烘烤的烟叶成熟度高，解决
了上部叶常见的僵、硬问题，挂灰比例大大减
少，烟叶质量自然就提高了。”沙坝烟点技术员
王开春告诉笔者。

在环节管控上，广元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大力实施网格化管理，网格技术员绩效直接与
网格内烟农技术落实、烟叶质量、种烟收入挂

钩，让技术员更加积极主动为烟农服务，也让烟
农更加自觉落实各生产环节技术要求。

据陈利平介绍，除开网格化管理，广元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还利用烟包标签这个廉价“身
份证”，实现了烟叶全流程可追溯；通过在各烟
点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实现了烟叶收购全过程、
全天候监控……

环节管控措施的进一步完善落实，让广元
烟叶质量和口碑稳步提升，成为了工业企业的

“香饽饽”，受到湖北中烟、河南中烟、四川中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工业企业的一致青睐。与
此同时，质量提升让广元烟区烟农种烟收入逐
年攀升，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要让烟农真正致
富增收，光靠搞好烟叶生产这个主业还不够。所
以，广元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在闲置育苗棚、烤
房等烟叶生产基础设施上打起了主意，依托烟
农合作社利用烟基设施开展多元化经营，增加
烟农务工和分红收入。

“烟叶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育苗设施的
利用时间只有半年，烤房的利用时间更短，一年
中大多数时候都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极大的
资源浪费。如果这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烟农增
收就又多了一个渠道。”谈起开展多元经营的初
衷，广元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何成伟
如是说。

思路有了，如何落实却考验着各烟区单位
的智慧。

“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前提是不影响烟叶生
产这个主业，所以我们在项目选择上，首要考虑
的是时间上不冲突，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与烟叶
生产无缝对接，这样闲置的烟基设施能得到最
大化利用。”广元昭化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副经理吴绍军说。

除开时间限制，项目的选择还要考虑地方
实际、市场前景、技术要求、收益回报等方方面
面。经过昭化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和金源烟
叶合作社多方考察调研，最终确定发展金丝皇
菊项目。

“金丝皇菊是一种新兴的饮品，具有醒脑、
明目、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防癌抗癌等多种功
效，还富含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具有很好的抗
氧化、防辐射、延缓衰老作用，市场前景广阔，经
济价值较高，而且我们本地的土壤、气候条件也
很适合金丝皇菊生长，最重要的是，它能和烟叶
生产无缝对接。”金源烟叶合作社职业经理高天
国一谈起金丝皇菊项目就打开了话匣子。

据高天国介绍，烟叶育苗期一般从上年 12
月持续到来年 5月中旬，而金丝皇菊的生长期
是 5 月到 11 月；烟叶烘烤时间是 7 月底到 9 月
底，金丝皇菊烘烤期集中在10-11月，二者刚好
可以无缝对接使用育苗设施和烘烤调制设备。

多年的烟叶种植经验让昭化区局（分公司）
格外重视质量控制，严格按照金丝皇菊种植技术
要求，采用扦插繁殖方式开展种植栽培，全程施
用优质有机肥，开展绿色防控，不施用任何农药，
采用传统柴火加热工艺，历时40-50小时慢火烘
干，最大限度保存金丝皇菊花朵本身的香味及内
在有机物质，确保了产品优质、生态、健康、安全。

大规模种植农产品，如果不解决销路问题，
就会存在极大的风险，轻则增收无望，重则甚至

会给烟农带来损失。
为了解决销路问题，金源烟叶合作社在产

业发展之初就与一家龙头企业签订了中草药种
植合作协议，由该企业以 100元/公斤的保底价
回收，实行“龙头企业+合作社”的订单生产模
式，规避市场风险，妥善解决了产品市场销售渠
道问题。

“保底收购只是底价，想要实现收益最大
化，最重要的还是打响自己的品牌。”昭化区局
（分公司）局长、经理岳峰说，“好的品牌就是销
路的最好保障！”

为此，昭化区局（分公司）与合作社一道优
选特级花卉，采用礼品盒包装，通过“昭化烟浓
情”微信公众号、昭化区电商孵化中心、朋友圈
推广销售，最大限度增加产品附加值，打造产品
口碑。同时，合作社还创立了自主品牌“金源
情”，范围涵盖食用菌、金丝皇菊代用茶、蔬菜等
农产品。下一步，合作社将积极参加“农超对接”

“农餐对接”等农产品展示、展销节（会），做响做
强“金源情”品牌。

据悉，2017年，金源合作社共种植金丝皇菊
20余亩，闲置育苗棚利用率达到51%，实现销售

总额20万元，利润6万元，合作社社员获得务工
收入近 10万元、分红 4.8万元。2018年，合作社
共种植金丝皇菊16亩，预计实现销售总额15万
元，净利润8万元。

除此之外，昭化区局（分公司）还在 2013年
采取“社员出资、公共积累”模式筹建了总占地
面积 5000平方米的有机肥工场，年生产能力可
达4000吨以上。

整个工场采取“烟草行业+科研机构+合作
社”三方共同管理模式，烟草行业提出产品质量
需求，指导生产并监管质量，科研机构制定肥料
配方，合作社负责固定资产投入、原料采购、物
资购买、定价、劳务、安全等经营活动。通过五年
不断优化，现已形成“原料、配方、工艺流程、质
量标准”“四个稳定”的质量控制体系，每年送检
样品均优于NY525-2012指标。

有机肥工场带给烟农的是看得见的真金白
银。首先，有机肥生产成本为 720元/吨，且包含
了烤烟生产必需的油枯和磷肥，而同类商品有
机肥的售价在 1200 元/吨，还需要额外投入油
枯和磷肥。按照现在全区0.8万亩烟叶生产规模
来算，每年为烟农节约生产投入 72.6 万元。其

次，每年有机肥生产期间，合作社都会聘请烟农
和周边村民到工场务工，带动他们增收。最后，
按照近几年运行情况来看，合作社有机肥项目
利润在 3-5 万元之间，其中 85%会以分红形式
发放给烟农。

今年，合作社又发现了辖区猕猴桃种植需
要大量有机肥的商机。工场本来就有几千吨的
富余产能，如果能将这些产能转变成商品上市
销售，烟农增收将向前迈进一大步。说干就干，
目前，合作社已经成立了“广元金源肥业有限公
司”，注册了“金芝源”有机肥商标，“金芝源”商
品有机肥有望在来年走向市场。

据了解，今年广元三个种烟县区烟草行业持
续引导扶持合作社利用基本烟田、育苗工场、集
群烤房等开展多元化经营，共发展丹参、甘蓝、葛
根、金丝皇菊、西瓜、小香葱、食用菌、肉兔等种养
殖项目十余个，预计可实现增收340余万元。

烟叶种植规模降，但烟农收入不能降。广元
烟草人用这些年艰辛而执着的探索默默践行着
助农增收的使命。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主业辅业

“双引擎”的助推下，广元烟区烟农的金色致富
路将越走越宽。

做优辅业提效益

做精主业保收益

标准化育苗大棚

剑阁县高观乡张帽村生态烟区

配套完善的基地单元

昭化区金源烟叶合作社集中发酵生产有机肥

育苗棚里金丝皇菊竞相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