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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格县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

易念游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 昌 6 15 0 1 3 )

【摘 要】 《规划》以普格县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
,

以建立 基本烟 田和基本烟田保

护制度为核心
,

明确 了普格县优质烤烟的种植 区域
,

制定 了2 0 0 5年至2 00 8年近 4年内烟叶生产的目

标
、

方 向及保障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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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格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东南部
,

地处云贵高

原横断山脉
,

地貌 以山地
、

山原为主
,

属亚热带 (高

原 )季风气候
。

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独特的土地资源
,

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优质烟叶
。

为此
,

普格烟叶一直

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

深得各厂家的好评和褒

爱
,

也成了打造全国优质烟叶生产基地的新亮点和

重点
。

为了进一步推动普格县烟叶生产的发展
,

合理

确定烟叶的主攻 目标和方向
,

在有关部门的领导和

支持下
,

制定了普格县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
。

1 普格县烤烟种植区划

1
.

1 划分烤烟适生类型的主要指标

为了充分发挥普格 自然气候条件和土地资源优

势
,

科学规划
,

优化布局
,

按照《烤烟适生类型划分指

标系统 》
,

根据多年来烤烟生产实践经验
,

在进行种

植区划时
,

首先重点突出了温度
,

因为热量状况对烟

叶质量的影响最显著
。

因此把烟叶生长期和成熟期

的日平均气温 ) 20 ℃持续 日数办 1 2d5
,

以及成熟期

日平均气温 24 ℃ 一
28 ℃ 日数 ) 25 d作为最佳适宜区 ;

把烟叶成熟期的 日平均气温妻 2 0℃持续 日数 ) 1X() d

作为最适宜区
;
把 日平均气温 ) 20 ℃持续 日数 ) 7 d0

作为适宜区的主要指标
。

其次由于县境内地形地貌复杂
,

不同海拔高度

地区的 自然气候也不一致
,

这对烟叶的质量有着明

显的影响
。

因此
,

将烟区烟地的海拔高度作为又一重

要划分指标
: 原则上把海拔 13 00 m一 16 00 m 区域划为

最佳适宜区
,

海拔 1 6 00 m一 185 O m 区域划为最适宜

区
,

海拔 185 O m 一 2《XX ) m 区域划为适 宜区
,

海拔在

2 0( 刃m 以上的区域划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

此外
,

在划分中还考虑了土地资源
、

水利条件
、

水浇地面积
、

防旱设施
、

交通运输
、

烟农素质等相关

因素
,

打破了乡镇行政区划
,

原则上按自然村进行划

分
,

以便优化区域
、

优化田块
、

优化农产
,

集中规模
,

发展烤烟生产
。

据此全县烤烟种植区域划分为最佳

适宜 区
、

最适宜区
、

适宜区共三个区域
。

1
.

2 则木河
、

西洛河河谷烤烟最佳适宜区

本区域位于县境内南部则木河
、

西洛河下游
,

沿

流域的河谷地带
,

以山脉间丘陵平缓地为主
,

海拔高

度在 13 00 m一 16 X() m
,

包括荞窝镇
、

永安乡
、

向阳乡
、

普

基镇
、

黎安
、

文坪乡
、

大坪乡
、

花山乡
、

东山乡
、

刘家坪

乡
、

雨水 乡
、

吉乐乡
、

孟 甘乡等 12 个 乡镇
、

共计 29 个

村
。

现有耕地 .9 h5 时
,

其中宜烟面积 .6 5 h5 时
,

田烟占

3 9
.

2%
。

本区自然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

光热资源富集
,

年

平均气温 16
.

1℃一 17 .6 ℃
,

7月为全年最高温
,

月平均

为 2 .2 2℃一 2 3 .0 ℃
,

年无霜期 2 9 d9
,

烤烟全生育期 )

10 ℃有效积温 ) 22 00 ℃
,

日平均气温 ) 2 0℃持续 日

数 ) 12 d5
,

其中在烟叶成熟期 日平均气温 24 ℃ 一
28 ℃

日数 ) 2 d5
,

十分有利于优质烟的生长发育
。

大田期

日照 时数 9 5 Oh 一 12 3 Oh 时
,

日照百 分率为 3 5 % -

50 %
,

年太阳辐射量 5《XX卜 5 8 00 M J/ 时
,

年降雨量为

9 5 Om m 一 14 5 0 m m
,

本区土质多为冲积土
、

洪积土
,

土

层深厚
,

质地中偏沙
,

土壤多为水稻土
、

红壤
、

紫色

土
、

潮土
、

石灰岩等
。

本区人 口稠密
,

经济文化水平居全县之首
,

种植

收稿 日期
:

200 5一 oo 一0 8

作者简介
:
易念游 ( 194 3一 )男

,

教授
,

长期从事烟草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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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
,

水源丰富
,

水 田多
,

多以烟
、

粮
、

豆轮作
,

部

分烟区已基本实现了烟水
、

烟路配套
,

是发展优质烟

叶的重点区域
。

1
.

3 低山
、

二半山烤烟最适宜区

本区域位于县境内则木河
、

西洛河中上游流域

的缓坡地
、

低山
、

二半山
,

高度在 16 00 m 一 1 8 5O m
,

包括

螺髻山镇
、

大坪乡
、

东山乡
、

刘家坪乡
、

雨水乡
、

洛乌

乡
、

孟甘乡
、

特兹乡
、

夹铁乡
、

文坪
、

东山
、

雨水
、

洛乌

等 12 个乡镇
,

共计 26 个村
。

现有耕地 1h2 耐
,

其中宜烟

面积占7
.

0 2 h m
2 ,

水稻田占2 6
,

8 %
。

本区具有生产优质烟的 自然气候条件和生产条

件
,

年平均气温 1.6 0℃一 1.7 3℃
,

年无霜期 2 5 d6 左右
,

烤烟全生育期 〕 10℃有效积温 ) 2仪)K℃
,

日平均气

温 〕 2 0℃持续 日数 ) l oo d
。

大田期 日照时数 g oo hr -

l 2 0() h r ,

日照百分率 30 % 一 6 0 %
,

年降雨量 94 9 m m -

13 00 m m
。

本区土壤结构 良好
,

质地多为中偏粘
,

主要为水

稻土
、

红壤
、

紫色土等
,

肥力偏上
,

地域广阔
。

本区在历史上为普格县优质烟的主产区
,

在多

年的烤烟生产中
,

已具备了一定的种植经验和发展

条件
,

但由于经济基础较薄弱
,

抓好烟水
、

烟路
、

烤房

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烟叶生产的关键
,

具有进一步发

展优质烟的潜力
。

1
.

4 中山
、

山原烤烟适宜区

本 区位 于则木河
、

西洛河上中游
,

海拔 18 5 Om -

2 0( 刃 xl l ,

包括螺髻山
、

大槽
、

特补
、

黎安
、

大坪
、

辉隆
、

菜子
、

夹铁
、

瓦洛
、

哈力洛等 or 个乡镇
,

共计 25 个村
。

有耕地6
.

37 h时
,

其中宜烟面积 占3
.

89 h耐
,

水稻 田占

1.3 7%
。

本 区 自然 气 候 条 件 为 年 平 均 气 温 13 .6 ℃ -

16
.

0℃
,

年无 霜期 2 2 0 d 一 2 5 6 d
,

烤烟全生育期 妻 10℃

有效积温 ) 19 00 ℃
,

日平均气温 > 2 0℃持续 日数多

7 0 d
。

大 田期 日照时数 > g oo hr
,

日照百分率 3 0% -

6() %
,

年降雨量 I OS O m m 一 l 3 0() m m左右
。

本区属种植烤烟的适宜区
,

其中部分小环境对

生产优质烟较为有利
,

但区 内坡耕地较多
,

水土流失

较严重
,

种植较粗放
,

抗旱设施差
,

烤烟生产具有一

定潜力
。

2 普格县烤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2
.

1 指导思想

普格烤烟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

以
“

三个

有利于
”

为根本标准
,

坚持中央
“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工作
,

提高农业综合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 ,

坚持

国家
“

市场引导
,

计划种植
,

主攻质量
,

调整布局
”

的

烟叶生产指导方针
,

抓住
“

北烟南移
”

和发展
“

中式卷

烟
”

的有利机遇
,

立足于普格县优越的光
、

热
、

水
、

土

地
、

人力资源和生产环境
,

突出区域 比较优势
,

努力

调整产业结构
,

大力发展烤烟生产
,

认真解决好烟

叶
、

烟区
、

烟农问题
。

始终以市场需要求为导向
,

加强

科技创新
,

积极引进
、

大力推广普及先进实用技术
,

逐步提升普格烟叶信誉度和市场竞争力
,

使烟叶生

产上规模
、

上水平
、

上效益
,

倾力把普格打造成具有

云烟
“

清香型
”

风格的优质烟叶基地
。

提高烟叶生产

综合效益
,

实现农民增收
、

企业增效
、

财政增长
,

确保

全县烤烟生产稳步
、

健康
、

协调
、

持续发展
,

使烤烟生

产成为改善生态环境
、

有利民族团结
、

促进经济繁

荣
、

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伟事业
。

.2 2 2 00 5年一 200 6年发展思路及目标

夯实烤烟生产发展基础
,

把烟叶生产做大做强

做精做优
,

要高标准
、

严要求
,

进行
“

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综合治理
,

把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
、

农耕措施科学

组装
,

配套实施
,

努力改善烟区生态环境
,

以
“

控制总

量
、

提高质量
、

调整结构
、

增加效益
,

优化结构
”

为重

点
,

制定基本烟田保护政策
,

将适宜种烟的 17 .4 6万

亩土地纳人基本烟田保护区
,

加强烟区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
,

两年内基本实现烟区村村烟路配套
,

每块烟

田烟水配套
,

搞好生态环境建设
,

不断改善烟区生态

环境推进烟叶产业化经营
,

大力推广和普及优质烟

叶生产技术
,

逐步提高烟农素质及烤烟生产总体水

平
,

以提高烟叶产量
、

质量
,

提高普格
“

清香型
”

烤烟

的知名度
,

适应和满足卷烟生产需要
; 抓好优质烟叶

生产基地建设
,

建成4一 5个万担乡
。

2 00 5年烤烟计划种植面积 .3 0万亩
,

计划产量

7 5 0 X() 担 ; 200 6年烤烟计划种植面积4
.

39 万亩
,

计划

产量 12 0服刃担
。

烟叶质量要逐年提高
,

2 00 5年上等烟

30 % 以上
,

上中等烟9 0 % 以上
,

桔黄色烟 比例达到

30 % 以上 ; 2 00 6年上等烟 35 % 以上
,

上中等烟
’

92 % 以

上
,

桔黄色烟比例达到 35 %以上
。

以均价 .9 6 0元 /公

斤计算
,

预计 2 0 05 年
一 200 6年烟农销售收人达 9 360

万元
,

县财政烤烟税收达 22 4 .6 4万元
,

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
,

真正实现烟叶生产富民兴县的和谐进步局面
。

2
.

3 2 00 7年
一 2 00 8年发展思路及 目标

整体推进
,

科技创新
,

提升普格优质烟叶的地位

和竞争力
。

实现用地和养地的 良性循环
,

进 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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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主产区的烟水
、

烟路配套工程
,

真正实现全县烟

区村村烟路配套
,

每块烟 田烟水配套
,

健全防灾
、

防

雹的设施建设
。

加大优质烟叶基地建设
,

项 目实施完

成后
,

建立万担乡8一 10 个
。

进一步提高烟农素质
,

培

养一支高素质的种烟专业队伍
,

加大保护
、

建设生态

环境的力度
,

基本根治荒 山荒坡
、

水土流失
,

使森林

覆盖率从现在的2 4
.

1%上升到2 .6 9 %
,

烟粮草轮作面

积达 100 %
,

农村生态环境
、

庭园建设率达 60 %
。

依靠

科技进步
,

发挥优势
,

突出
“

清香型
”

烟叶特色
。

以提

高质量和效应为中心
,

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实现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2 00 7年上等烟4 0% 以上
,

上中等

烟 95 % 以上
,

桔黄色烟 比例达到4 0 % 以上 ; 2 00 8年上

等烟4 5 %以上
,

上中等烟95 % 以上
,

桔黄色烟比例达

到 4 5% 以上
,

实现烟叶生产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2 X() 7年烤烟计划种植面积5
.

2万亩
,

计划产量巧

万担 ; 2 00 8年烤烟计划种植面积 .6 9万亩
,

计划产量

20 万担
。

以均价.9 60 元 /公斤计算
,

预计 2 00 7年
一 2 00 8

年烟农销售收人达 168 00 万元
,

县财政烤烟税收达

4 0 3 2万元
。

3 实施普格县烤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措施

3
.

1 优先发展最佳适宜区
,

积极发展最适宜区
,

巩

固和加强适宜区

按照上述区域规划的定位
,

应优先发展则木河
、

西洛河河谷烤烟最佳适宜区
,

本区具有最优越的 自

然条件
,

光
、

热资源富集
,

基础设施最为完善
,

交通方

便
,

水源丰富
,

河流纵横
,

便于提灌
,

区内水池
、

水渠
、

塘堰等设施已初具规模
,

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
。

宜烟面积达 .6 5 5 h厅
,

土壤肥沃
,

田烟比例大
,

烟农素

质较高
,

具有较好的管理水平
,

容易掌握和推广先进

技术
,

是生产优质烟最理想的区域
,

是重中之重优先

发展的区域
。

为此
,

按照规划将在2年一 4年内把该区

建成为全县的优质区
、

主产区
、

稳产区
,

实现烤烟生

产向低海拔
、

平缓坡
、

好 田好土有水源
、

自然条件和

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转移
。

同时积极发展低山
、

二半山烤烟最适宜区
,

该区

是全县农作物主产区
,

也是 目前烤烟种植的最大区

域
,

耕地多
、

面积广
,

宜烟面积达 .7 02 万亩
。

本区种烟

时间长
,

烟农 已具备一定的种烟经验和技能
,

由于烟

粮 比价高
,

烟农收益多
,

种烟积极性较高
。

在积极发

展这一区域时
,

要加强烟水
、

烟路配套项 目建设
,

以

充分发挥其 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优势
,

为优质烟叶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证
。 ’

其次应巩固和加强中山
、

山原烤烟适宜区
,

该区

烤烟面积不大
,

主要集中在宜烟的小气候环境中种

植
。

本区应加强烟水
、

烟路配套建设
,

巩固基础
、

适度

发展
,

在不断提高烟叶质量的同时
,

要不断加强生态

环境的保护
、

建设
,

实现烤烟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协调发展
。

.3 2 以抓烤烟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

改善烟叶发展

环境

实施普格县优质烤烟可持续发展项 目
,

要高标

准
、

严要求
,

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

把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
、

农耕措施科学组装
,

配套实施
,

努力改善

烟区生态环境
,

夯实烤烟生产发展基础
。

建立
、

健全和完善烟水
、

烟路
、

荒山荒地造林
、

防

雹体系
、

烤房改建等基础设施建设
,

是抗御 自然灾

害
、

实现优质烟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抓好田间

沟渠排灌和雨水集蓄抗早工程
,

推广节水灌溉是促

进烟叶生长良好
、

开片降碱
、

提高成熟度的有效措

施
。

在狠抓烤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
,

要动员农民

投资投劳
,

要与水利水保
、

扶贫开发
、

乡村道路建设
、

农 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项 目统筹配套
,

在

项 目实施期内要完成下列 目标任务
:

硬化水渠 5 21
.

46 公里
,

新修水渠 3 15
.

8公里
,

新建

水窖 1《XX X)口
,

新建蓄水池 180 口
,

新建水浇池 5 13 4

口
,

辅设管道 2 2 23
.

6 7公里 ; 新建乡村公路 4 11 公里
,

改建烟区公路 3 93 公里 ; 新建标准化烤房 8 2 75 座 ; 新

建和改建收购点 7个 6 3 00 m Z ;新设防雹点 or 个
,

配备
“

三七
”

高炮等防雹
、

人工降雨设施 ; 改造低产疮薄烟

田 1(XXX〕亩
。

.3 3 大力种植红花大金元品种
,

倾力打造
“
清香

型
”

优质烟叶品牌

普格县生产的烟叶
,

烟气清新
,

芳香突出
,

余味

舒适
,

深得各厂家好评
。

但事实证明
:

如果只有优良

的环境
,

而没有一个具有优 良遗传基础的品种
,

烟叶

香型优势还是难以充分发挥
、

充分体现出来的
。

因

此
,

经反复论证后确定
,

把深受我国烟民喜爱
、

烟厂

欢迎的红花大金元品种作为我县的主栽品种
,

因为

红花大金元属典型的清香型品种
,

其抗逆性强
,

适应

性广
,

非常适合在我县生态条件和土地条件下种植
。

根据规划
,

在海拔 16 00 m 以下的低山沟坝地区
,

把红

花大金元作为主栽品种
,

辅以云 85
、

云 87 等品种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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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16̀刃。 以上均全部种植红花大金元
,

严格实

行一品制
,

以便让优 良的品质在优越的条件下香气

特征发挥得更加突出
、

更为充分
。

3
.

4 实行严格的基本烟田保护制度
,

切实提高烟田

质量

保护基本烟田就是保护耕地
,

建立基本烟 田保

护制度
,

应把优质烟规划区内的基本烟田纳人基本

农田进行保护
。

基本烟 田是由政府
、

烟草等相关部门

根据烟叶生产的需要
,

全面规划后按烟农意愿所划

定的
,

县政府有关部门将出台有关政策
、

文件
,

对基

本烟田予以确认和严格保护
。

实施基本烟田保护制度可以确保烟 田面积不会

减少
,

确保基本烟田生产优质烟叶的用途不会改变
,

有利于培肥地力
,

实施沃土工程
,

改善土壤结构
,

提

高烟田质量 ;有利于实行以烟为主的轮作制度
,

实施

烤烟
、

粮食
、

豆科
、

牧草类等作物轮流种植
,

步人粮经

轮作
、

用地养地的良性循环
,

确保烟叶生产健康有序

发展
,

为烟叶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3 5 实施绿肥还田
,

建立以烟为主的轮作制度

建立以烟为主的轮作制度
,

就是以烤烟为主体

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
,

使得周期性种植的作

物都能获得增产
。

在合理安排作物种类时
,

要做到用

地与养地相结合
,

提倡烟草与粮食
、

烟草与绿肥轮

作
、

水早轮作
、

冬闲晒坐等多种形式
,

提倡退耕种草
、

轮作种草
、

秸杆还 田
,

这样有利于减轻病害
,

提高土

壤肥力
,

防止掠夺式的栽培
,

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

源
。

3 .6 改善
、

保护和建设烟区环境
,

实现烟叶生产与

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把烤烟生产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维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
,

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

在发展烤烟生产的过程中

都应该始终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放在第一位
,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
,

突出重点
,

分步实施
。

要积极抓好退耕还林和荒坡造林工作
,

大力进

行荒坡绿化
,

彻底杜绝和禁止毁林栽烟 ; 改田改土工

程和水利设施建设要高标准
、

高要求
,

确保排水有

沟
、

蓄水有池
、

沉沙有幽
、

护坝有林
、

护坡有草
,

努力

提高保土
、

保水
、

保肥能力
,

控制和减轻水土流失
:

综

合防治烟草病虫害
,

必须认真贯彻
“

预防为主
,

综合

防治
”

的植保方针
。

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烟区的病虫害

测报点
,

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

并在预测预报的

基础
_

L
,

运用农业防治
、

栽培防治
、

物理防治
、

生物防

治等综合措施
,

选用生物制剂和高效
、

低毒
、

低残留

农药
,

降低烟叶有害物质残留量
、

提高烟叶安全性
,

尽量减少对烟区的污染 ;保持烟田生态平衡
,

努力实

现烟叶生产与山水林
、

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
,

实现当

前和今后
、

现在与将来烟叶生产的持续发展
。

.3 7 抓好三支队伍的建设
,

不断提高烟农素质

普格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

又是彝族聚集区
,

农

村贫困人 口多
,

劳动力素质差
,

烟农科技水平低
。

而

烤烟是科技型产业
,

技术要求高
,

需要在科技服务上

具体抓落实
。

因此
,

抓好科技管理队伍
、

烟技员队伍
、

基本烟农队伍的体系建设更为关键
。

项目实施期间
,

要加大力度
,

尽快把他们培养成为烟叶生产中的指

挥员
、

生力军和主力军
,

尤其是要充分调动烟农种烟

的积极性
,

要有计划地发展基本烟农
,

稳定这支队

伍
,

切实加强对他们技能培训
、

素质教育和市场引导

的力度
,

逐年培养 出一大批种烟大户
、

科技户
、

专业

户
,

要始终抓好示范区和先进典型
,

通过技术培训和

传帮带
,

提高全县烟农科技种烟水平
。

全县在规划期

内建立 8一 10 个万担 乡
、

2 (洲 )个 10 亩 以上的种烟大

户
。

要用好用活现有技术人员
,

不断补充生产技术方

面新人才
,

形成烤烟科学技术引进研究
、

应用和培训

的实力较强的技术管理体系
。

.3 8 改革烤烟生产组织方式
,

加强管理
,

推进烟叶

产业化经营

随着烟叶生产的发展和新形势的变化
,

农村中

以户为主的小生产作业方式已 经不能适应大市场
、

大品牌
、

大战略的发展需要
,

改革烤烟生产组织方

式
,

发展产业化经营势在必行
。

为此应按照 自愿互

利
、

民主管理的原则
,

积极 引导
、

支持
、

组织烟农创建
“

烟农协会
”

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

积极探索多样化

的联合方式
,

组建烤烟生产合作社
,

进一步完善
“

公司 + 协会+ 农产
” 、 “

公司 + 合作社+ 农产
” “

企业 + 基

地 +农户
”

等多种形式
,

大力支持承包
、

租赁
、

转让土

地经营
,

促进烟叶生产向种植大户
、

专业大户集中
,

以便进一步提高烟农推广技术和进人市场的组织化

程度
。

要加强管理
,

全面推行人户预检和户籍化管理

制度
,

推广烟叶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

规范烟叶收购流

程
,

提高烟叶收购质量和等级合格率
,

让烟农增收
、

烟司增效
、

地方增益
。

.3 9 加强领导
,

关爱烟农
,

健全基本保障措施
,

加大

烤烟生产扶持政策的力度

要营造最好的投资环境
,

引进大企业
、

大烟厂来

普格投资
,

工商互动
,

建设 4侧X幻一 6 0C XK )亩
“

清香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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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格县烟 叶生产可持续发展规划

烟叶生产基地
,

促使投资方从烟叶调拨中每担拿出

50
一 100 元作为烟叶生产扶持费

,

反哺烟叶生产
,

共

建
“

第一车间
” ,

实现
“

双赢
” 。

要严格执行 国家烟叶收购价格政策
,

顺应市场

变化
,

优质优价稳定合理的烟粮比较效益
,

保证农民

增产增收
,

调动烟农生产积极性
,

保证优质烤烟可持

续发展
。

要确保在落实基本烟田的工作中
,

烟农对土

地流转
,

享受计划安排
、

生产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
,

要确保基本烟田的基础设施建设
,

要逐渐建立风险

抗御政策
,

及时补贴冰雹危害地区烟农损失
,

健全和

完善烟叶生产保障机制
,

消除烟农后顾之忧
,

树立抗

灾夺丰收的信心
。

要层层落实好 目标责任
,

严格考

核
,

奖惩兑现
,

奖励对烟叶生产做出贡献的乡镇
、

村
、

合作社等单位和先进个人
。

3
.

or 加快科技创新
,

提高烟叶质量水平

要实现普格烟叶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

必须 以提

高质量为中心
,

依靠科技进步
,

加快优质烟叶生产技

术的推广
、

普及
、

提高
。

要实行测土施肥
、

平衡施肥
,

实行施肥配方到各

烟 田 ; 加大投人
,

每亩烟田保证施足 40 k g 一 5 0 k g复合

肥
,

2 0 k g一 3 0 k g油枯
,

15 k g一 2 0 k g硝酸钾 ; 全面推广漂

浮育苗
,

提高壮苗率 ;提早和缩短移栽期
,

全县应在4

月下旬到5月上旬集中移栽
,

每村移栽期不得超过5

天
:

应在剪叶前
、

移栽前
、

团棵期
、

旺长期实施病虫害

统防统治
,

及时消灭发病中心病源和虫源 ;加强 田间

管理
,

做到
“

十无一度
” ,

及时浇水抗旱
,

不断提高烟

田的整齐度和烟叶的耐熟性 ;坚持成熟采收
,

杜绝抢

早抢收
,

确保烟叶成熟度 ; 改建烤房
,

强化三段式烘

烤工艺
,

推广半堆积式烤房
、

集约化
、

密集型烘烤技

术
,

提高桔色烟的比例 ;严格国标和收购政策
,

推行

入户预检
,

努力做到烟农增收
、

烟司增效
、

烟厂满意
、

政府增益
,

确保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
。

注
:

本文系原 《规划》的部份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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