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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至 9
日，全省烟草系统基
层党务干部培训班
在省烟草专卖局党
校举办，来自我省烟
草系统工商企业的
167 名党务干部参
加了培训。

培训内容涵盖
党章党规学习、党务
工作实操等知识专
题，并设置了内容丰
富的自学环节和研
讨交流环节，充分促
进学员学思结合、学
以致用。图为培训
学员与省委党校授
课老师交流专题学
习问题。杨帆 摄

秋高气爽，西峡县田关镇小峪村

的烟叶烘烤师宋新敏又开始了新一

天的忙碌。

“种是金、管是银、烤房是个聚宝

盆！”9月 5日早饭后，在村里刚刚改

造完成的烟叶电烤房旁，66岁的宋

新敏一边查看烤房的温度，一边与烟

农朱春来交流。“烟叶烘烤时要分三

个类别：欠熟、成熟和过熟。编杆上

炕后，把过熟烟叶放在顶层、成熟烟

叶放在中间、欠熟烟叶放在底层。总

之，七分长势三分烤，烟叶烤得好、价

格高，咱们烟农才能多增收！”

“宋师傅，您说得很对，俺们都照

您说的办。”朱春来回应说。

1956年出生的宋新敏是小峪村

的铁杆烟农，种烟40年，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但每当回忆起从前，老宋就

皱起了眉头。

1982年春节刚过，宋新敏抱着

刚刚两岁的儿子，看着家里穷得快要

揭不开锅，焦急和无奈之下，到村头

的河边割苇秆编苇席，拿到街上卖贴

补家用。“给娃买点红糖都没钱，穷了

生急门儿！”宋新敏说。

当年立春之后，土地包产到户，

乡亲们开始在土地上动脑子，寻找增

收致富的门路。宋新敏尝试像邻居

一样在自家的土地上种植白肋烟。

“刚开始种了 8亩烟，西峡县烟草部

门委托原田关乡合作社收购。”宋新

敏说，“秋天一算账，收入还真不

低！”一直到1999年，他家的白肋烟

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收入也一年比

一年增长。他凭借种烟供养一双

儿女上了大学，并翻修了老宅，在

县城买了房子，一举成为村里的富

裕户。

自 2000年开始，烤烟种植在田

关展开，尝到甜头的宋新敏和全村群

众积极参与，并且因为勤奋好学，很快成为全村

烟叶生产的技术能手，获得了烘烤师证，并在

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参加省、市组

织的烟叶生产技术培训。

“烟叶种植要做到5关12环，关关相连、环环

相扣。5关是育苗、整地、施肥、抹顶、烘烤，12环

是这5关中的关键环节。做到科学种植，才能增

产增收！”中午时分，宋新敏一边帮邻居宋彦华卸

下已编杆的烟叶，一边悉心传授着烟叶种植和烘

烤加工技巧。

“从7月底到现在，俺们村已经烤了近5万斤

烟叶！”宋新敏的话语中透着自豪。

在宋新敏的示范带动下，小峪村一举成为全

县烟叶生产第一村，全村近2/3的农户都种烟，面

积从起初的不足100亩增加到如今的近千亩，产

值从 40 年前的 5000 元增长到去年的 65 万多

元。 （王玉贵赵征）

李志成、李项锁、李晓东，灵

宝市朱阳镇王家村祖孙三代铁杆

烟农，种植烟叶从几亩、十几亩到

几十亩，映射了当地烟农的勤劳

坚守。

摆脱贫困

1985 年，灵宝烟叶生产步入

规模化种植和发展时期，李晓东

的爷爷李志成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种烟的。

山高林深，交通闭塞，挣钱无

门，每年临近开学，眼瞅着家中 5

个孩子的学费没有着落，李志成

都更加觉得贫困像一座无形的大

山，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

1985~1991年的几年间，原灵

宝县政府加大烟叶生产发展力度，

建立起对化肥、地膜、烟炕等的扶

持机制，引进推广地膜覆盖、冬季

起垄、等级化育苗，实行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物资供应、统一生产管

理、统一收购价格，保证了烟叶种

植面积和烟农的利益。

每每向儿孙谈起种烟，李志

成总是充满感慨。

住上小洋楼

到了1991年，“NC89”“K362”

品种在灵宝烟区逐步推广，全市

烟叶种植面积达17385亩，烟农收

入408.39万元。

同年 3月，李晓东出生了，晓

东的父亲李项锁也跟着李志成加

入了种烟队伍。当时配套的栽

培、烘烤技术尚不成熟，遇到了不

少难题。但“摆脱贫困”这个强烈

的念头支撑着李项锁，让他没有

轻言放弃。

通过跟种烟老把式、烟叶技

术员的交流和不断实践，2012年

前后，李项锁摸索出了自己的种

烟门道。

他坚持冬耕、深翻、施肥、起

垄、盖膜，养土养根；种植过程中，

他及时清理不适用烟叶，中耕除

草 3次，使烟叶能够早发快长；采

摘烘烤时，他及时扫掉底脚叶和

下部 5片叶，弃烤上部 2片叶，使

烟田通风透光，大大提升了中上

部烟的质量。

同年，李项锁家的烟叶收入

7.3万元，人力三轮车换成了柴油

三轮车。当年年底，他家在朱阳

镇盖起了两层小洋楼，一家人欢

欢喜喜地从王家村低矮狭小的砖

瓦房里搬了出去。

当上“领头羊”

2013年，年仅22岁的李晓东

心疼爷爷年迈、父亲体弱，自告奋

勇挑起了家里的大梁。李晓东深

知种烟不易，于是紧跟灵宝市烟

草分公司步伐，率先走上了科技

兴烟、质量兴烟、管理兴烟之路。

李晓东爱学习、爱钻研，从网

上购买了许多烟叶种植、管理方

面的书籍，利用闲暇时间自学，同

时积极参加各级烟草公司和烟站

组织的烟叶生产技术培训会、现

场会，通过学习实践积累经验。

在烟叶栽期前移、小苗膜下

移栽、豆浆灌根、揭膜培土、病虫

害防治、大麦掩青、一优两转等先

进生产技术推广方面，李晓东在

全村乃至全镇都是“领头羊”，常

常受邀作为青年烟农代表在交流

会上发言。

2021年是李晓东家种烟的第

37个年头，当年他家上等烟的比

例达到85%，烟叶收入15.8万元。

三门峡烟区有很多像李志

成、李项锁、李晓东这样的铁杆烟

农，他们在田间地头不懈耕耘，绘

就了 20万亩烟田的壮丽画卷，也

照亮了茫茫大山之中，成千上万

个家庭的致富之路。

（董梦瑶）

立秋已过，但中午时分仍骄阳似火，站立户外片刻

便大汗淋漓。

9月 5日下午一上班，便接到下乡拍摄的通知，即

刻拿起装备随生产技术部门同事乘车出发。

经过20余公里柏油路、30余公里水泥路和10余

公里鸡湾大型水库建设工程凹凸不平路段的颠簸，下

午 5时许，我们的越野车终于来到了此行目的地——

卢氏县徐家湾乡黄家湾村，与在此等候多时的烟站同

事会合。

下车寒暄几句后才知，黄家湾村并非此行目的地，

真正目的地还要进入干沟垴组——那是个有 7户人

家、长达12公里的低洼区。

原本想早点拍摄完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的念头瞬

间被打消，只好催促大家加紧赶路。

沿着仅一车宽、曲里拐弯的山路颠簸上行，尽管车

窗外满目翠绿、溪水潺潺、鸟语花香，但考虑到闷热天

气条件下深入烟田的拍摄任务，不禁暗暗叫起苦来。

“下车步行吧！这里勉强能转个弯，再往山上走，

怕是没处掉头了。”司机师傅的话，意味着我们得弃车

步行。

我们带着干活的家伙蹒跚上行。

“离目的地多远？”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烟站同事。

“一二里地。”我知道，他说的是公里，望望看不到

尽头的蜿蜒山路，抖抖浑身湿透的衣衫，咬咬牙跟在队

伍后头加紧了脚步。“这里地形狭窄，交通不便，好远也

不见一户人家，几乎不见一整片地，怎么能种出好烟

叶？”我跟烟站同事说。“半山腰地形开阔，有20亩左右

的肥沃农田，农田边上散居着两户人家，那就是目的

地。我们一年至少来4次，熟悉得很，坚持坚持，马上

就到了。”烟站同事边答话边鼓励。

半个钟头后，随着前边同事的吆喝声，抬头望去，

半山腰里几块绿油油的成熟采烤期烟田映入眼帘，急

躁困乏的心境顿时消散。

经过近一个钟头的忙活，工作基本圆满完成，此

时，一行人早已汗流浃背。拍摄中，始终未见烟农身

影。

返程路上，我向烟站同事打听烟农情况。同事说，

这户烟农名叫李随群，今年刚满60岁，地形狭长的干沟

垴组只有他一户种了15亩云烟99品种烟叶。因地处

半山腰，这儿生态气候优良，外加技术过硬、管理到位，

他种植的烟叶质量上乘。李随群通过种烟，不仅使家庭

脱了贫致了富，而且还购置了新房，使老几辈人搬出大

山的美梦成真，同时还用种烟的积蓄供下一代上学读

书，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听罢介绍，想想这半山腰原生态的植烟环境，对

比一下别处的烟叶长势，我仿佛找到了“在

哪儿种烟”“谁来种烟”“怎样种

烟”的答案，长达6个小时之久的

舟车劳顿和闷热烦躁瞬间消

散。 （叶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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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烟农 脱贫致富干事业

行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