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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采耐心晒先拿水后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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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采收
分类采耐心晒

相对往年的烟叶特性，今年在

田间成熟度的把握上，建议不要完

全以叶色变黄为采收标准，而要依

据叶龄进行采收，加快采烤进度。

而按照叶龄，到目前为止，我省所

有烟叶都应该采收烘烤结束。考

虑到今年的特殊天气变化，烟叶应

变采收技术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

光照，适度降低烟叶含水量，以利

于后期烘烤。

要分类调整成熟采收方式，克

服急躁心理，耐心晒烟，稳熟采收，

确保叶片水分适宜，绝不能天晴后

急于采收，否则叶片较脆，难以烘

烤。对于地势平坦、地力水平较高

的烟田，要利用最近一段时间降雨

较少、晴天较多的利好天气，晒3~

5天后采收，以降低烟叶田间水分

含量，而无须按照传统的烟叶由下

至上的采收模式，也无须考虑部位

差异。对于山岗坡地，地力水平一

般或者较差的烟田，要抓紧时间抢

采，晒 1~2天即可，一旦出现烟叶

被晒黄的情况，不需要考虑部位差

异，加快采收、烘烤进度。

应变采收需要特别注意，不采

雨天烟，不采含露烟，不采含霜烟。

应变烘烤
先拿水后变黄

当下气温较低，烟叶表皮蜡质

化程度高，束缚水含量高，烘烤过

程中失水速度缓慢，如果采用常规

工艺烘烤，烟叶变黄时间较长。按

照传统经验，为保障烟叶顺利变

黄，烟农会将烘烤时的湿球温度普

遍提高，待烟叶变黄后开始排湿，

变黄期一般维持 4~5天。但因为

烟叶细胞水分含量较高，形成硬变

黄烟叶，烟叶细胞活性较差，后期

一旦升温，烟叶挂灰明显甚至会被

烤糟。

因此，应变烘烤技术的原则

是，先拿水后变黄，40℃之前烟叶

不塌架，不能往上升温，要想尽办

法解除硬变黄的威胁；高温低湿拿

水的同时，烟叶的变黄也在加速，

整个变黄过程基本控制在70小时

以内。应变烘烤的技术要点是：

一、分类编杆、分类装炕。越

是特殊天气，越要做好分类编杆和

分类装炕工作，否则，再好的烘烤

工艺也达不到预期效果。上部5~

6片叶要一次采收，下三片统一编

杆装在高温区，上三片统一编杆装

在低温区，以减少烤青和挂灰。

二、准确消除支脉含青。38℃

~40℃叶片变黄后，适当缓慢排

湿，让叶片充分凋萎（干球温度

38℃时，湿球温度要缓慢降到

35℃左右；干球温度40℃时，湿球

温度要缓慢降到 36.5℃~36℃）；

在 40℃~42℃高温区两层烟叶充

分塌架或部分烟叶出现勾尖后，要

缓慢升温到44℃~46℃稳温，稳温

时间达36~48个小时，待支脉全部

变黄后再升温，支脉变黄期间湿球

温度不宜超过 36.5℃，以 36℃较

为稳妥。

三、走出传统烘烤误区。实际

烘烤过程中，部分烟农存在一个

误区，即在42℃支脉不变黄时，认

为湿球温度不能过低，不敢排湿，

或者在 42℃停留时间过长，导致

叶片变黄过度，轻则色泽较暗，重

则烟叶被烤坏。实际上，支脉变

黄主要参考干球温度和稳温时

间。针对当前的烟叶特性，42℃稳

温时间不宜过长，42℃前主要实现

叶片变黄、充分塌架，支脉变黄要

在44℃~45℃实现。

10月9日，在郏县茨芭镇齐村胡

国定家的烟叶分拣棚里，一台自制烟

叶压捆机正在工作。只见胡国定把

分拣完的烟叶放在压捆机下的方形

铁匣里，按下开关，压捆机的升降杆

徐徐下降，铁匣中的烟叶随机被压成

一个方方正正的烟捆。升降杆抬起，

胡国定熟练地把铁匣从机器下拉出

来，三下两下把烟捆扎好，随手放在

一边的烟垛上，接着又开始压捆第二

匣烟叶，前后用了不到两分钟。

胡国定是齐村党支部书记，也是

种烟大户，2010年以来每年种烟30

亩左右。因为出身铁匠世家，跟着父

亲练就了一门出色的手艺，加上爱动

脑筋，喜欢鼓捣机械，他从老早就开

始琢磨要做出来一台这样的压捆机。

几年前，烟草部门由原来的扎把

收购改成散烟收购，要求烟农售烟

时要将散烟打成10公斤左右的标准

捆。为了打捆，胡国定每次都要先

把烟叶放在铁制的匣子里，先压上

木板，木板上压大水泥坯，保持几分

钟压力后再将水泥坯搬下来。打捆

一炕700多公斤重的烟，光水泥坯得

搬上搬下100多次。

怎样才能又快又省力地把烟叶

压好捆，成了胡国定心里的一个念

想。

常言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胡国定卖烟时从烟叶收购站的打包

机上得到启发：自己能不能做一个

烟叶压捆机？

说干就干！胡国定先找来旧的

工字钢，自己设计、切割、焊接，做成

一个铁架子，然后把自家旧三轮车上

的液压泵拆下来，固定在架子上当升

降机，最后找来一台旧电机作动力。

经过 1个多月的反复试验、修改，一

台烟叶压捆机终于做成了。

为了便于单人操作，胡国定在机

器下面用角铁焊了一截轨道，使铁匣

下面的轮子能在轨道上自由滑动，这

样铁匣就很容易从压捆机下抽出来，

捆扎抽推都很方便。

“用这台机器压捆又快又整齐，

一个人就能操作，方便、省时又省

力。”胡国定说。（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李世旭 文/图）

◀10月10日，社旗县郝寨镇李楼村千亩烟方，烟农启用无人机播种油菜。为了提高土壤肥力，
为明年烟叶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该镇抓住当下秋收刚过的有利时机，在11个种烟村的2500亩
预留烟田撒播绿肥种子。 封文昌王一明 摄

“今天烟叶卖得很称心，二三十

捆烟叶都打上号了，王辉这人等级

拿得稳、拿得准，只要是他给烟叶定

的等级，我们都服。”10月7日，卢氏

县杜关镇北沟村烟农骆当平卖完烟

叶高兴地说。

骆当平口中的王辉是卢氏县烟

草分公司杜关烟叶工作站的主检

员，有 27年的从业经历，算得上烟

叶分级检验战线上的老兵，曾在卢

氏县多个烟站挑大梁担任主检。对

骆当平的赞誉，王辉习以为常，在他

看来，把职责担好，守住做事做人的

底线，正是自己的职业使命。

27年前的1995年，王辉入职杜

关烟站。上班第一天，父亲送别时

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孩子，你以后

肩负责任，干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从父亲的眼神中王辉读懂了期

待，暗下决心：“爸，您放心，我绝不

给你脸上抹黑！”

多年来，他信守承诺的决心坚

如磐石，在烟农中树立了可亲可信

的口碑。

2021 年烟叶收购期间下雨频

繁，不少地方道路被大水冲毁。为

了如期售烟，烟农踏着泥泞，步行数

公里，背着一捆一捆烟叶转运到公

路上装车。一天，王辉从收购棚出

来，看到一位烟农站在风雨中瑟瑟

发抖。走近一看，只见这个烟农两

脚沾满泥浆，两条裤腿湿到了裤

腰。王辉急忙把他迎进休息室，打

开空调，递上毛巾，让他擦去脸上、

头上的雨水，双手递上一杯热茶。

此情此景，更加坚定王辉的念头：每

一片烟叶都是烟农的血汗，作为主

检员一手托两家，一定得公道公平，

既把国家标准执行好，又把烟农的

利益维护好。

近年来，全市烟草系统推行

“4334”质量工作法，王辉铆足了

劲，做足了功课。开磅收购前，他马

不停蹄把辖区9个种烟村、413户烟

农跑了个遍，宣讲推广“4334”质量

工作法的目的意义、工作流程、操作

方法，与烟农一道算提升纯度的经

济账、信誉账，引导烟农树立“种烟

凭技术，卖烟靠诚信”的理念，增强

烟农提升等级纯度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开磅收购后，他把落实班

前班中校对眼光制度、班后自查制

度、对样收购制度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

这些年，卢氏县烟草分公司推

行翻筐定级制度。为了把这一制度

落到实处，把好定级关，他坚守岗

位，一筐不落地检验，确保每一宗入

库烟叶符合国家标准。他在城关烟

站工作的几年间，烟叶等级纯度、合

格率在全县 20多个站点中都名列

前茅。

从事烟叶收购检验工作近 30

年，从北山到南山，从一个分级小白

到行家里手，变的是工作环境，不变

的是对父亲嘱托和对公平公道的坚

守。 （李根栓）

她，扎根基层工作19载，从事

过卷烟送货员、电访员、客户经理

等多个基层岗位，如今成长为单位

业务骨干。她一丝不苟、踏实专注

的坚守，让平凡工作变得不平凡。

她就是叶县烟草分公司卷烟客服

部副主任鲁小丛。

“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

这是鲁小丛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鲁小丛2003年郑州烟校毕业

后，来到叶县烟草分公司，成为城

区线路的送货员，经历了从事卷烟

营销工作都会遇到的第一次：第一

次收烟款收到假钱，第一次被商户

委屈得哭鼻子……倔强的她不服

输，反而通过这些经历早早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基本功。

在担任城西线路客户经理期

间，有一次鲁小丛所负责辖区的几

个客户订单迟迟未提报成功。她

骑车冒雨拜访，不顾连车带人滑倒

在雨中，咬着牙起身继续前行，直

到客户订单全部提报成功，浑然不

知全身早已湿透。

2010 年，随着卷烟市场化取

向改革的深入推进，我省卷烟营销

工作经历了网上订货、电子结算、

精准投放、数字营销等翻天覆地的

变化。鲁小丛跟随行业在一次次

的改革中“强筋壮骨”、提升本领，

先后通过行业四级、三级、二级卷

烟商品营销技能鉴定考试，从一名

懵懂“小白”成长为业务骨干，并走

上了中层领导岗位。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复工复产后，升任卷烟

客服部副主任的鲁小丛发挥客服

部承上启下和指挥棒的作用，不顾

疫情风险，天天到岗，白天走市场、

定策略，晚上查数据、写报告。一

次加班很晚回到家里，看到两岁的

儿子生病正哭着找妈妈，她眼泪夺

眶而出……“作为一名母亲，我深

深自责和愧疚，但想到近两年很多

行业受疫情影响，而自己还有着一

份不错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理应

更加热爱这份工作和珍惜感恩当

下。”鲁小丛这样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鲁小丛经

常组织卷烟支部党员参加志愿者

活动，向身边的弱者伸出援助之

手。2022 年以来，叶县烟草分公

司卷烟客服部通过市场走访，摸底

排查出辖区困难零售客户，多次开

展帮扶慰问，为他们及时解决经营

难题，提振经营信心。在文明城市

创建活动中，她更是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打扫分包街道，清理

“三无”小区垃圾和路边小广告，处

处以身作则，维护烟草人形象。

鲁小丛坚持把每一天、每一件

平凡的事做精细、做精准、做精深，

多次获得全市烟草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先进个人、岗位先锋等荣

誉称号。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俊鹏安路遥）

因长相酷似电影《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中的瓦尔特，早年

间，家住卢氏县潘河乡岗头村常

下组的71岁老烟农常发治，被人

冠称“老瓦”，同为烟农的常发治

40岁的儿子常艳波则成为人们口

中的“小瓦”。

40年前，31岁的“老瓦”开始

种植烟叶，成为村里乃至全乡、全

县第一批种烟者。种烟早，经验

足，技术好，加上肯摸索，“老瓦”

种烟小有名气。

“小瓦”自小跟着“老瓦”种

烟，熟悉种烟的道道。初中毕业

后，“小瓦”不甘心走“老瓦”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种烟道路，选择了

外出打工。

2021年春节，看着已经成家

的“小瓦”日子过得艰辛，加上疫

情影响无法继续外出打工，“老

瓦”对“小瓦”说：“干脆在家种烟

吧，你名下那10亩地这几年由我

侍弄种烟已经成了肥沃好地。咱

父子俩不妨来个比拼，看谁种烟

效益高。”

“小瓦”与妻子一商量，愉快

地答应了挑战。经过大半年的拼

搏，终于迎来了结果：“老瓦”种烟

18亩，收入11.4万元；“小瓦”种烟

10亩，收入4.7万元，单是中橘二

单等级就卖了2000斤，亩均收入

“老瓦”胜，高等级烟叶总量“小

瓦”胜。

2022 年春节，“小瓦”向“老

瓦”发起挑战，“老瓦”应战。不同

的是，“老瓦”将种烟面积扩大至

20亩，“小瓦”仍旧种烟10亩。日

前“老瓦”卖烟收入已超10万元，

“小瓦”卖烟收入刚超5万元，但最

后结果仍有悬念，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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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收获季节，两对父子烟农比赛种烟效益的故事在卢氏县烟区内被传为佳话

父子 PK 比高下

▲10月12日，渑池县英豪镇村民利用农闲时间帮助种烟大户挑拣烟叶，增加家庭收入。近
年来，渑池县大力发展烟叶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烟农增收致富，也吸纳了一大批富余劳动力从
事烟叶劳作，解决了就业需求。 徐鑫 摄

68 岁的老黄叫黄来法，

是父亲；41岁的小黄叫黄金

虎，是儿子，同住卢氏县官坡

镇大块村韦园沟组。黄来法

1984年开始种烟，是村里的

烟把式；黄金虎从小闻着烟

香长大，长大成家后曾携妻

子一同远赴南方打工，2014

年回家租地种烟，也是一个

铁杆烟农。

8 年来，父子俩明争暗

赛 ，开 始 了 种 烟 效 益 大 比

拼。毕竟老黄经验丰富，胜

出次数多于小黄。小黄不服

气，2020年便狠下心来，以每

亩年租金 350 元租下 15 亩

地，开启了全新的种烟历程。

老黄仍旧坚守着 8亩烟

田，规模上明显比不过小黄，

于是就从单产和上等烟比例

上下劲儿。2020 年，老黄双

胜。2021年，小黄单产胜，老

黄上等烟比例胜。

2022年，小黄下大力气拜

师学艺，率先使用电烤房。截

至目前，小黄卖烟收入已超7

万元。老黄因年龄大，接受新

事物慢，8亩烟叶尽管长势良

好，但截至目前卖烟收入只有

3万多元。虽然目前售烟还未

探底，父子俩一比较，小黄胜

算最大。

尽管小黄胜出，但老黄却

异常高兴，他说长江后浪推前

浪、一辈胜过一辈强，才是他

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金叶归仓大有年，谋篇布

局开新元。两对父子PK种烟

的故事，将随着下一个种烟季

拉开序幕。（叶新波 文/图）

“老瓦”PK“小瓦”

老黄PK小黄

胡国定利用自制压捆机打扎烟捆

进入10月份以来，尤其是国庆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持续阴雨天气，平均降雨量达90毫米以上，不仅极大影响了烟叶采烤
进度，而且因为烟叶返青，增加了烘烤难度。

目前我省大部分烟区大田生育期已达140天以上，上部烟叶片趋于老化，其主脉和支脉均呈现一定程度的木质化，对温
度的敏感性降低。鉴于上部烟本身叶片较厚，组织结构紧密，加上10月中下旬以后最低气温多在10℃以下，最高气温不到
20℃，再等完全落黄难以实现。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连续阴雨，烟叶水分含量大，返青普遍，成熟特征不明显，耐烤性差。如果
采收不当，烘烤工艺落实不到位，极易造成烟叶支脉烤青和叶片挂灰。

□韦凤杰 范艺宽

常发治父子常发治父子

黄来法父子黄来法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