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生态条件好、土质疏松、前茬适宜、
肥力中等、集中连片、基础配套齐全，尤其是
烤房充足、规模化程度较高、生产水平较高、
技术落实到位率较高、分级交售诚信度较
高、听从烟草部门管理的区域作为2024年
度重点预留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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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对于忙碌了一年的烟农

来说，正是可以歇口气的时候。但对于

郏县李口镇白龙庙村烟农王子浩来说，

还得忙上一阵儿——盘算着利用这短

暂的空闲，他要和李口烟站站长张新

帅，还有一对一指导他种烟的烟技员谢

显峰“切磋切磋”。

1月3日下午，来到王子浩家，他的

妻子赵延培说：“午饭吃罢碗一丢，就去

烟站了。去那儿找他吧，准在。”

果不其然，来到李口烟站，王子浩

和张新帅、谢显峰正聊得热闹。

“蛮干可不行，得常琢磨技术，还得

善于分析、复盘、总结，这样才能当好新

时代烟农。”王子浩坦言，他把张新帅和

谢显峰当成了他的“智囊团”。

说是“智囊团”，并不夸张，确实是

在他们俩的指导帮助下，王子浩从种烟

“小白”成了烟叶种植“产业链”上的一

把好手。

父亲劝他返乡种烟

王子浩今年34岁，10年前中专一

毕业，就到郑州富士康打工。虽是打

工，王子浩也“打”出了名堂，连续 3年

被评为优秀员工，还受单位资助上了武

汉大学的函授，取得大专文凭。

“当上领班后，手底下管理着 100

多号人。”提到在富士康工作的时光，王

子浩至今都很自豪，“都是干出来的，不

懂就问，勤琢磨呗。”

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爱学习、肯动

脑筋的年轻人。

王子浩的父亲王占民今年 58岁，

种了 30多年烟，绝对算得上白龙庙的

老烟农。劝儿子回来种烟，他是有底气

的。

“老天爷赏饭吃，俺李口镇烟叶种

植历史悠久，出产的烟叶品质优良，适

合做浓香型烟叶。”王占民说，郏县是省

烟叶种植核心县、浓香型烤烟核心区，

烟叶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8万亩以上，

而李口镇是该县烟叶种植大镇。

他劝父亲学习科学技术

2018 年，王子浩返乡，当起了烟

农。

起初，跟着父亲，在父亲承包的20

亩烟地里摸爬滚打。“从记事儿起，我就

跟着父亲下地掐烟，二三十年过去了，

再跟着父亲到烟地，心里很不是味儿。”

王子浩说，“30多岁的人了，还跟在父

亲屁股后头，让他操心。”

他下定决心要多学技术，干出一番

天地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也

有一代人的特点。相比父辈传统的种

烟方式，王子浩更注重利用科学技术。

“以前父亲炕烟，都是用煤烤房，吃

苦受累，还不环保。如今我们用上了电

烤房，湿度、温度甚至烤房内的烟叶变

化，在手机上都能实时看到。”说着，王

子浩演示起了手机上安装的智能烘烤

科学家App。

“烤了一辈子烟，攒了半辈子的经

验，没想到被一个手机软件全都‘学’走

了，不但省时省力省钱，烤出来的烟叶

色泽金黄，油分还足，轻轻松松卖个好

价钱。”王占民说。

靠着爱学习、爱钻研，5年时间，王

子浩成为烟叶种植的一把好手，2023

年，还加入了李口镇烟叶种植合作社，

除了烘烤自家的 20亩烟叶，还为其他

烟农烘烤20多炕烤烟，光是烘烤一项，

他就增加收入1.5万余元。

“和烟叶有关的产业链上的活儿，

王子浩都会干。像他这样的新烟农，肯

学肯干，我们心甘情愿多教多帮。”说这

话，张新帅是发自内心的，“老一辈过惯

了苦日子，新一代致富奔小康，能够为

促农增收、乡村振兴出一份力，我很有

成就感。”

种烟给李口镇烟农带来的实惠是

实打实的。以王子浩为例，去年种了

20亩烟，净赚6万~7万元；管理育苗大

棚3个月，收入1万多元；烘烤期间，帮

人炕烟又赚了1万多元。一年下来，仅

靠烟叶种植产业链，他就收入 9 万多

元。

“和以往外出打工不同，现在种烟

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还能照顾老人和

孩子。”王子浩说，“为了轮作倒茬，我今

年还流转了 20亩地种红薯，实行烟薯

轮作，这样对烟叶生长有好处，还能增

加收入。”

“有技术有信心有干劲，俺明年还

会继续种。”王子浩很欣慰，他说放弃打

工回家种地，这个选择没错。“过去给别

人打工，是人家给咱发工资。现在，我

和俺爸长期工、短期工雇了20多个，是

我给他们发工资。我们优先雇用村里

的困难户和家有病人、老人出不了远门

打工的，帮扶这些人就业，虽说咱只是

个烟农，但也得有社会责任感。”

儿子有儿子的欣慰，父亲也有父亲

的骄傲。

“现在村里的人提起俺，都喊俺‘子

浩他爸’，虽说弄得俺没了名号，但心里

高兴。儿子种烟有技术，带动更多的乡

亲们走上致富路，好啊！”王占民说。

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

父。这理儿，王占民懂，他更懂，这一

切，都得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乡村振

兴好时代。 （毛玺玺 李炜）

“太感谢你们了，这不只是一张纸，还是我

们一家的希望啊！”2023年11月17日一大早，

卷烟零售商户何某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修

武县烟草专卖局，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和

一面印有“服务热情，为民解忧”字样的锦旗送

到工作人员的手中。

事情起源于一通牵动人心的咨询电话。

1个多月前，修武县烟草专卖局办证人员接到残

障人士何某打来的咨询电话，想问一下许可证怎

么办理。工作人员简单了解后得知，何某20年

前患糖尿病，因并发症导致目前双腿钙化，需拄

双拐才能保持身体平衡，日常行动不便。对此，

修武县烟草专卖局领导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

开通绿色通道，派专人上门辅助他填写申请表、

采集相关资料，按照法律规定简化手续并及时

将许可证送到何某手中，帮助其将许可证正本

悬挂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如下图)。

“我 2018年做了胃切除手术，小肠也切了

一小段，每天都需要吃药。爱人因为要照顾我无

法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收入全靠两个儿子在外

打工，所以，我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孩子的

负担。”交谈中，何某的倾诉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重

视。该局党组与县有关部门多次沟通协商，最终

把何某商铺的房租从1.5万元下调至1万元，解

决了何某在经济上的实际困难。

在何某后来的经营过程中，修武县烟草专

卖局工作人员多次到店里走访帮扶，为其打扫

卫生、整理货品，使整个店铺看起来更加规范、

整洁，提升了店面形象，同时积极给他讲解烟

草专卖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对其经营现状提出

合理化建议。 （侯文洁 文/图）

“当时火海已蔓延，浓烟滚滚，

现场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说起2023年 11月 23日，执行送烟

任务时突遇路边一户人家发生的

火灾，济源市烟草公司卷烟物流配

送中心员工黄伊杰仍心有余悸。

当日 13点 45分，担任送货员

的黄伊杰和驾驶员陶小强途经下

冶镇三河村，发现路边一户人家发

生火灾，一位老人在火海包围中大

声呼救。当天风很大，着火点周围

都是干柴和树，眼见火势越来越

猛，如果蔓延到电力线路上，后果

将不堪设想。听到喊声的两人立

刻将车熄火，顾不上害怕，也来不

及做过多的安全防护措施，奋不顾

身冲进大火中，凭着声音迅速找到

老人。两人顶着浓烟和烈焰的熏

烤护住头部，背上老人箭步冲到安

全区域，前后仅用时3分钟。

陶小强安顿好老人，黄伊杰第

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进行求救。

消防队火速赶到，陶小强和黄伊杰

随同赶来的村民又一同加入救援

队伍，很快火势得到控制。滚滚浓

烟中，他们的工作服格外耀眼。

“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要不

是他们出手相助，我这条老命可就

交代了，家估计也烧没了。”被救的

老人紧紧握住陶小强和黄伊杰的

手，激动地感谢道。由于救援及

时，老人除脸部、手部有轻微烧伤

外，无其他部位受伤。消防人员和

村民们纷纷向陶小强和黄伊杰竖

起了大拇指。

（李航）

2023年12月28日，渑池县果园乡烟农专业合作社在为西村烟农提供专业化机械深耕服务，以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提高土壤肥力，为来年烟叶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徐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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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李口镇白龙庙村小伙王子浩放弃公司管理工作返乡种烟。父亲种烟
30多年，有经验；他是新烟农，但肯学肯干。在烟技员的智慧帮助下——

新老烟农接力跑

济源市烟草公司俩小伙

火海中救出老人，好样的！

一张有温度的许可证

只要遇到下乡的烟技员，王子浩（左）一定把他们请到自家烟田。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供图

□韦凤杰 李富欣 宋瑞芳

确定预留烟田的基本原则确定预留烟田的基本原则

市场导向，计划引领。

根据卷烟工业企业品牌配方需要，发挥市场导向

机制，将计划资源向烟叶质量好、风格特色突出、市场

需求旺盛、供给能力强、销售渠道畅通的重点产区倾

斜。

合理布局，适度集中。

扩大适宜区烟叶生产规模，压缩并逐步取消布局

分散、零星种植、常年连作、技术不落实、烟叶质量差

和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的种烟县、乡（镇）的种植

计划。

突出特色，提升质量。

围绕彰显河南典型浓香型优质烟叶风格特色，集

中力量和优势，抓好优质烟叶综合开发，尤其是上部

烟成熟采收、科学烘烤工作。统筹烟田布局规划，调

整技术方案，提升质量信誉，争取在有限的计划资源

总量下实现烟叶质量最优化。

问题导向，源头根治。

从烟田选择、土壤治理、轮作倒茬、烟农优化等方

面开展源头治理，有针对性地解决工业企业提出品种

配套技术不到位和烟叶片型“大深厚”、成熟晚、含青

烟叶等问题。

用养结合，改良烟田。

将烟田土壤保育工作作为开展烟田布局调整、实

现成熟采收、彰显浓香风格特色的一项重要工作，落

实各项关键技术，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提升烟田有机

质含量。

预留烟田的生态条件要求预留烟田的生态条件要求

地理要求。

原则上选择光照充足、通风良好、排灌方便、没有

土壤污染和病源的平坦地或缓坡地。烟田要远离村

庄、果园、大棚、菜园等空气毒源。大风隘口、常遭冰

雹袭击处，以及低洼易涝和田面坡度大于20°的地

块不宜种植烤烟。

土壤要求。

适宜种植烤烟的土壤类型主要为淋溶褐土、褐土

和棕壤，土壤质地山地以中壤至轻黏壤为宜，肥力中

等。肥力过高的土地不适宜种烟。

建立合理的烟粮轮作制度建立合理的烟粮轮作制度

合理轮作既可以为烟草和其他作物的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条件，又

可以减少烟田病虫害，提高烟叶产量和品质，是一项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使粮

烟不断增收的有效措施。

轮作基本原则。

以烟为主，合理搭配；避开同源病害，净化土壤；不施含氯离子及重金属

超标的肥料。树立长远的植烟观念，安排适宜的前茬作物，切勿种烟前临时

选地块。同时，力戒烟区种植较多、与烟草有同源病害的作物，以净化烟区，

促进烟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轮作周期安排。

在一个轮作周期中，所有作物的施肥、营养消耗和培肥都要围绕烟叶生

产来安排。当种植烟草时土壤营养能够满足优质烟叶形成的需要，不但烟株

部位和烟叶等级之间质量差异缩小，年际间烟叶质量也不会产生较大差异。

轮作茬口选择。

选择种烟的前茬作物，一方面要考虑收获后土壤中氮素的残留量不能过

多，另一方面前茬作物与烟草不能有同源病害。茄科作物如马铃薯、番茄、辣

椒、茄子等，葫芦科作物如南瓜、黄瓜、西瓜等都不能作为种烟的前茬作物。

提高植烟土壤肥力提高植烟土壤肥力

提高土壤肥力，主要是通过改良措施提高土壤丰产性能，如加深耕层，改

良物理结构，增加腐殖质含量；科学耕作，治理土壤污染，防止土壤退化等。

秸秆还田，培肥地力 。

秸秆还田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和矿质营养，改善土壤物理性状，减少土

壤流失，秸秆腐解所产生的有机酸类物质可以溶解和保持土壤中的矿质养

分，提高其生物有效性。当前烟区主要采取的是玉米、小麦秸秆还田。一般

情况下，直接使用的秸秆当季并不能为作物提供很多养分，主要作用是能保

持土壤含有足够的有机质和改良土壤结构，为土壤微生物提供碳源。施用禾

本科作物秸秆能改善土壤通透性，可以调控烤烟氮素营养，使烤烟硝态氮前

高后低，进而改善烟叶质量。

种植绿肥，翻压还田。

可以充分利用冬季休闲时段种植绿肥，绿色的植被也可以减少风蚀。绿

肥生长过程中通过根系穿插、根系分泌物和细胞脱落等增加微生物活性，起

到调整土壤养分平衡、保持土壤水分、消除土壤不良成分和降低土壤容重等

改良土壤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将绿肥种植与畜牧业发展相结合，割掉部分

青秧饲养牲畜，粪便回田，部分根茬直接回田，形成小的循环经济模式，从而

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效益。

加深耕层，提高土壤通透性。

通过种植深根系绿肥疏松犁底层，或机械深松土壤，加深耕层，活化土

壤，增加土壤团粒结构，改善土壤保水保肥性能和生物特性，为烟株根系发育

创造优良环境。其优点是提高烟叶产量；改善入渗，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促进

烟株根系发育，提高烟株对土壤营养吸收均衡性和烟叶质量。

保护耕作，净化土壤。采取净化措施，要从水土源头做起，包括保护水

源，施用油枯、微生物、腐植酸和多元化学肥料，坚持烟田卫生耕作。消除污

染水灌溉、施用污泥、农药残留等可能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不断地采取种植

绿肥、秸秆还田等措施，逐步提高土壤的自净能力，保护土壤的生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