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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子，绒毛已褪、有一定的

柔软度，烟筋发白，表明已经成熟，可

以采摘。”9月3日下午，在叶县夏李乡

曹王村的2000多亩烟叶基地，该村党

支部书记李小飞正在讲解烟叶采收要

领。李小飞是村民公认的“烟叶支书”。

曹王村紧邻澧河，大部分农田为

沙土地，通透性好。2015年，李小飞决

定在土地上做“烟叶文章”。在夏李乡

党委、乡政府及叶县烟草分公司的支

持下，他流转1500余亩土地发展烟叶

种植，当年收益非常可观。

一人富不算富。2016年1月，李

小飞成立了叶县腾飞烟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方式，带着村民一起种植烟

叶增收致富。同时，他投资100余万

元，建成可供6400亩烟田的育苗大棚

和可同时烘烤2500余亩烟叶的63座

密集型烤房，形成育苗、种植、烘烤一体

的经济联合体。今年1月，李小飞当选

曹王村党支部书记，由致富能人变为带

领全村致富的领头人。他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积极动员群众流转土地，建设

优质烟叶千亩方基地。

“我们村烟叶种植面积这几年都

保持在2000亩以上，今年烟叶长势非

常好，预计能为村集体带来20多万元

的收益。”李小飞说。

“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

键。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推进烟叶基

础设施建设，优化烟区生产环境，提升

烟叶质量，促进烟叶生产稳定发展，实

现村民多渠道增收。”李小飞说。（本报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靳源源王岚莹）

“咱加把劲儿，趁天晴，争取再打

两三炕烟。”9月10日，汝州市焦村镇靳

村百亩烟方间，说话的高瘦、皮肤黝黑

的年轻小伙，正是烟方的主人毕麟锋。

毕麟锋，1988年生人，别看年纪

小，却是有着七八年经验的“铁杆烟

农”。“从小跟父亲下烟田，那时浇烟最

费工，墒好还行，遇到天旱，拉水费时、费

力;农忙适逢暑假，全家齐上阵，采烟、编

杆、看炕，和小伙伴玩的时间都没有。”回

忆起往日种烟的苦，毕麟锋满腔感慨。

中专毕业后，毕麟锋和大多数年轻

人一样外出打工，几年下来没攒多少

钱，眼看着就到了成家的年纪。2013

年年底，汝州市烟草公司为优化种植布

局，鼓励有知识、会经营的劳动力回乡

种烟。在父亲的帮助下，毕麟锋返乡承

包20余亩土地，开始了种烟创业之路。

为了种好烟，毕麟锋向父亲、烟技

员请教，购买资料、上网学习，还购置

了中耕机、三轮车……小试牛刀的第

一年，20余亩烟叶纯收入4万多元。

作为种烟的新生代，烟技员推广新

技术，他总是第一个大胆尝试。“头一年

种烟，我就在烟技员的指导下采用小苗

膜下移栽技术，烟株抗逆能力强，烟叶品

质好、单产高。还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

灌技术，电闸一开，水肥到田，烟叶柔软、

落黄好，提钾降氯更方便，光这一项每

年就节省人工费万把块钱。”毕麟锋说。

2018年，汝州市烟草公司推广采

烤一体化技术，毕麟锋先行一步，组建了

自己的专业队，亩收益提高了200元。

从当初的20余亩，到50亩、60

亩，再到近年来的100多亩，毕麟锋的

种烟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种烟比以前轻松多了，中耕

有机械，浇烟施肥有滴灌带，病虫害防

治有无人机，烟叶采收烘烤有专业队

……特别是这几年机耕、铺滴灌、增施

钾肥都有补贴，农药还由烟草部门免

费供应，往外掏的钱越来越少，钱包越

来越鼓了。”毕麟锋高兴地说道。

“听说电烤房炕烟省钱省力，烘烤

效果还好，我打算申请‘煤改电’；这片

烟方该倒茬了，听说烟薯套种效果不

错，想找烟技员请教请教……”说起今

后的打算，毕麟锋踌躇满志。（王琼）

9月6日，在郏县堂街烟站，烟农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一捆捆扎好的烟

叶送往预检室，验级员一丝不苟地分

级、过磅，收购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

着。随着一捆捆烟叶的入库，该县烟叶

收购的序幕正式拉开。

“我年年都种十几亩烟。今年雨水

多，产量没有去年高，但今年烟叶的收

购价格提高了5%，政府也给烟农提供

了很多优惠政策和各方面的便利，收入

还是可以的。”烟农李治国说。

堂街镇作为农业大镇，种烟历史悠

久，常年烟叶种植面积在1.1万余亩。

今年受洪涝灾害影响，烟叶产量受到一

定影响。为了让烟农安心、放心卖好

烟，郏县各乡镇烟站工作人员按照“高

纯度、低等级，沿底线、不出线，收得进、

卖得出”的原则，给烟农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政策支持。

“堂街烟站把一切惠农政策落实

好，多收烟、收好烟，真诚为烟农服务，

完成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堂街镇烟

站站长韩朝卿说。

据悉，今年，郏县将实现烟叶收购

目标任务800万公斤，力争取得烟叶税

收5000万元，9月6日开磅收购后，预计

50天内完成烟叶收购计划。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志强周洋陈燕）

9月8日上午，洛宁

县陈吴乡陈吴村的一片烟田里，技

术员宋正熊手持剪刀，挨个给地里

的烟株“理发”。刚过白露，阳光还

带着几分热度，几垄过去，他满面尘

灰十指黑，俨然“卖炭翁”的模样。

临近烟叶收购季，烟农们都忙

着采收成熟烟叶、送进烤房加工，

他是在干啥呢？

原来，这片地是种子繁育田，

“理发”的动作学名儿是“疏花疏

果”，去小留大、去瘦留饱、去弱留强

之后，能够保证烟株结出质量更高

的种子。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那么，烤烟种子就是烟叶生产

的源头。只有把好种子的源头关、

质量关，才能支撑烟叶产量“绰绰有

余”，维护烟农的收益，从根本上保

证烟叶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为了选育高质量的种子，宋正

熊从洛宁县北边小界乡的科研基

地跑到了县南边陈吴乡的这片试

验田，在村子里一待就是好多年。

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洛阳烟区的

“品种革命”说起——洛阳烟区十

年九旱，夏季还常有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对烟株的抗旱、抗病、

抗倒伏等特性要求较高。洛阳市

烟草专卖局（公司）素来重视优良

品种的示范与推广，自2008年起

就着手新品种的研究选育工作，针

对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条件，自

主选育出烤烟新品系LY1306，并

于2020年8月通过全国烤烟品种

审定委员会评审。

为了便于研发与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在洛宁县小界乡王村村建立了烟

叶农业技术中心科研基地，宋正熊

自告奋勇，成了长期驻站技术员。

“很多时候我们是边研究、边试验、

边示范、边推广。别

看 LY1306 得到了多

位专家的认可，想让它在

农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可

不容易。”宋正熊说，“每一项

科学研究，都是为后期项目实施

打基础。我们只有把科研项目研

究透了、试验做扎实了，形成了完

整的科研成果，才算对行业负责、

对烟农负责。”

王村村属于老烟区，不乏经验

丰富的烟农。他们流程熟、技术好，

但也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在种植新

品种的时候采用“老一套”。“同样的

育苗方式、同样的管理方法，为啥我

这块地的烟长得不好。”刚接触

LY1306时，王村村烟农薛治武就时

常纠结。

“大家种烟前要先了解这个品

种的特点，都说因地制宜，咱们也

得‘投其所好’是不是？LY1306属

于肥料节约型品种，根系发达、叶

片多，咱种的时候得少施复合肥、

多施有机肥，落实二次打顶，浇足

圆顶水，这样种出来的烟才排场。”

面对烟农的疑问，宋正熊随时随地

都能开起培训班。

通过落实良种良法配套栽培

技术，第一年试验田的烟叶品质有

了质的提高，产量和上等烟比例都

远远高于普通烟田。洛宁县烟草

专卖局（分公司）党组成员、副经理

李占敏介绍说，试验田的生产水平

一直处于全县前茅，烟农收益近3

年来呈直线上升。不仅是在洛宁，

其他地区的烟农也对LY1306频

频点赞。截至目前，LY1306种植

面积超过20万亩，除了洛阳本地，

在黑龙江、辽宁和重庆等地也有示

范种植，深受烟农认可。

新品系的形象立住了，得有充

足的种子才能保证长期可持续发

展。“地块选择非常重要，既要通风向

阳、无病无害，也要土质好、保水保

肥。”为了找到更多合适的地块，包括

宋正熊在内的市县两级烟技人员白

天爬坡上山、晚上整理资料，终于将

种子繁育田选在了洛宁县陈吴乡。

就这样，宋正熊从洛宁县的北

边跑到了南边。“其实刚来技术中心

的时候，很不理解科研基地为什么

要建在远离城市的农村。现在我们

明白了，只有建在这里，才能以最快

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把科研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假如在市里，想到试

验田取个样品，路上开车的时间比

取样的时间都长。”宋正熊说。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在洛

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生产

技术中心，每名研究人员都是如

此。“十三五”时期，该中心累计开

展自立科技项目36项，其中参与国

家烟草专卖局项目2项、参与省烟草

公司项目12项、独立承担省烟草公

司项目2项，取得科技成果14项、省

部级科技奖励4项、省公司科技奖励6

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

22项、外观设计1项、软件著作权2

项，发表论文77篇（核心期刊论文51

篇），并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会上作

典型发言。（李霄李丽华文/图）

又到烟叶采收、烘烤、售卖季。9月10日，行走

在郏县乡村，随处可见村民在烟田里采收烟叶，三

轮车拉着鲜烟叶或烘烤出的金黄色烟叶驶往炕房、

烟站的画面，一派繁忙景象。

在堂街镇区南的伟科种植专业合作社里，两排

20座电烤房正在满负荷投入使用中。透过电烤房

的玻璃观察窗，可以看到绿色的烟叶已逐渐变为金

黄色。

“这些电烤房由烟草公司统一援建，每座电烤

房每季可以用五轮，一次能烤500多公斤烟叶，目

前已烤出了1万多公斤。”41岁的合作社理事长王

伟科说，“电烤房用着真是方便！20座电烤房只需

要一个炕把（炕烟师傅），温度好掌握，烤出的烟叶

质量还好，每烤出一炕烟的用电等成本不超过

1000元。若用煤烤烟，20座烤房至少需要4个炕

把，加上1.5吨煤，一炕烟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

伟科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平顶山市唯一的一个

烟叶种植、烘烤、分拣省级示范社，拥有烟农400多

户，种烟面积6000多亩，其中合作社总社附近的烟

农有近200户，种烟面积1500多亩。王伟科除了

给烟农提供技术、炕烟、烟叶分拣等服务外，还种有

120亩烟叶。

“今年洪涝灾害造成一些损失，加上种烟大户

用工量大，我的120亩烟叶今年纯收益预计在10多

万元。”王伟科说，每年自整理土地开始，包括育亩、

栽烟、田间管理，到后期的采收、烘烤、分拣，伟科种

植专业合作社总用工量在1500人以上，工人一个

烟季干5个月，每人收入8000元左右。

在堂街烟站收烟大厅里，二三十户预约交售烟叶

的烟农正在售烟，烟站工作人员正熟练并有条不紊地

收烟。偌大的售烟大厅里，弥漫着浓浓的烤烟香味。

“我家今年种了10亩多烟，都是我们老两口自

己干。前天、今天共卖了1500多公斤，收入了近4

万元，今年总收入能突破7万元。我家往年都种六

七十亩烟叶，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能走上富裕

路，一直靠种烟。”刚刚售过烟的该镇圈里村51岁

村民刘国要说。

“我今年种了70亩烟叶，已交售两次近1500公

斤，全部出售完预计可以卖35万元，除去地租、人工

等成本，可以净赚小20万元。”该镇北张庄村党支部

书记，同时也是种烟大户的陈显锋说，在他们村，有

21户村民种烟，种烟面积332亩，仅烟叶一项一季可

为种烟户、务工者带来收入200万元以上。

在安良镇酸庄村，薛战锋站在自家烟田边的电

烤房前，打开烤房门，纯一色金黄的烟叶扑入眼帘，

醇厚的烟香扑鼻而来。“这是一块板，一个颜色，烟

烤到这种程度，烟农满意我心里也可敞亮。闻着烟

香真是得劲！”薛战锋说。

薛战锋是一个老烟把子，从17岁开始种烟一

直到现在。多年来，薛战锋一直流转100多亩土地

轮茬种烟。在种植烟叶的同时，还给烟农提供育

苗、烘烤服务，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收取费用。靠种

烟，薛战锋家盖起了两层小楼，买了两辆小汽车，在

县城购买了一套147平方米的商品房。

临近中午，在安良镇安东村流转160亩土地种烟

的49岁烟农李英杰驾着一辆大货车赶到了安良烟站

售烟，正准备吃饭、休息的烟站职工又忙碌起来。

“我们郏县今年所有烟站除了推出烟农预约售

烟、收购价提高5％外，白天不限时间，有烟不停磅，

烟农随来随售。开磅两天来，安良烟站已收购烟叶

1.2万多公斤。”安良烟站站长秦付岭说。

“郏县是平顶山市名副其实的种烟大县和烟叶

之乡，今年全县烟叶种植合同面积5.5万余亩，涉及

238个行政村，收购任务16万担。截至目前，全县

所有烟站已开始收烟，预计烟农收益在2.3万~2.5

亿元，烟草税收不低于5000万元。”郏县烟草公司

副经理刘永亮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田秀忠刘恩华）

采烤之外有风采
克难攻坚育烟种

郏县烟叶收购工作全面启动

烟乡处处飘烟香

9月14日，宝

丰县闹店镇范营

村烟叶种植大户

付丰山在往炕房

装填烟叶，进行烟

叶烘烤。目前，该

镇种植的 2000

余亩烟叶陆续成

熟开始采收、烘

烤。本报记者杨
远高通讯员刘淑
改摄

金叶飘香来 烟农笑开颜

——郏县烟叶烘烤、收购见闻

“烟叶支书”李小飞

种烟后生 毕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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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正熊给烟农

示范栽烟前划线定穴

技术要领

▲

▲宋正熊为烟株疏花疏果，保证

种子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