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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打造昆明烟区绿色烟草 “新名片”，铸就昆明烟叶清甜香润 “金品牌”．以实现红花大金元产量
规模翻番比喻为 “地球”，将落实一项 “行业政策”、两大 “企业优势”和三重 “自然禀赋”比喻为撬动

“地球”的 “支点”，结合昆明烟区实际，探讨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论述了在 “支点”

上如何精准发力的具体途径，并展望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助推烟草商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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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１１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的需要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２０１７年，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表述［１］．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中国经济符合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２］．为推动烟叶健康可
持续发展，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先后经历

了从数量型规模扩张，到向质量要效益，再到当下

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３－４］，这是新时代发展

的必然趋势，是烟草商业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１２　高端品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红花大金元在我国 “两烟”生产中具有特殊

而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云南的种植历史悠久，可以

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云南省路南县 （现石林县）

路美邑乡路美邑村的村民在大金元烟田中发现一花

色深红的 “变异株”之前，因其烟叶质量上乘而



造就了国内驰名商标 “云烟”品牌［５］．“橘生淮南
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原本在全国各地都种
植的红花大金元品种，历经优胜劣汰，最终只有在

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气候条件的昆明烟区，才

能生产出被消费者认可的红花大金元这种优质的卷

烟原料．因此，随着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的
深入，从最初的 “在哪里栽？谁来栽？如何栽？

栽给谁？”４个问题，最后聚焦到 “如何栽好红花

大金元品种？”这项重大课题上来，如何让当前红

花大金元年种植面积达 １２４万 ｈｍ２，年产量为
２２２５万ｋｇ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翻番，这是一项能让
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闪光的 “重要举措”，也是昆

明烟叶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１３　打造昆明烟叶品牌的需要

生态决定特色，品种彰显特色，栽培保障特

色［６］．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具有光、温、雨、
热、土壤等优越的得天独厚自然生态条件，是全国

优质清香型和清甜香型烟叶的典型产区，适宜生产

具有质量清香或清甜香风格突出、津润感明显、香

气量足、香气质细腻优雅、杂气少的特色优质烟

叶．因此，应充分挖掘自然禀赋，进一步提升打造
昆明烟叶品牌质量．

同时，红花大金元品种的源产地在石林县，而

且昆明烟区 （石林、宜良、晋宁、安宁、嵩明、

禄劝、富民和寻甸）所产红花大金元烟叶清香和

（或）清甜香的香气风格彰显，在海内外享有良好

的口碑．当前，昆明烟区所产烟叶已经成为 “云

烟” “芙蓉王” “金圣” “黄山” “苏烟” “好日

子”“利群”“黄金叶”等中国著名卷烟品牌长期

稳定供应的优质核心原料．
１４　解决助农增收的需要

近年来，笔者［７］收集了各县种植的９个烤烟材
料，以云烟８７为对照与红大开展比较研究，结果
表明，红大经济效益最低，比对照云烟 ８７减少
１９２％，这就是烟农种植红大造成的收入差距．如
何弥补这笔 “差距”账，谁来为烟农的钱袋子托

底，是横亘在我们种好红大品种面前的一条 “拦

路虎”．
因此，为进一步突破红花大金元的种植瓶颈，

恢复红花大金元的生产面积，实现红大 “规模翻

番”的举措，对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及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２　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为更好地服务于高端、高档卷烟品牌，让昆明

烟区实现红花大金元规模翻番是实现昆明烟叶高质

量发展的 “光明大道”．那么，如何生产出地道的
红花大金元优质烟叶呢，以及妥善解决好 “如何

栽？”的问题？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

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如果把 “红大规

模翻番”比喻为地球，那么如何才能撬动这个地

球呢，这个合适的 “支点”在哪里？实际上这个

支点就是 “助农增收，确保烟农的经济效益”．接
下来，我们就要围绕这个关键 “支点”，从利用好

一项 “行业政策”、两大 “企业优势”和三重 “自

然禀赋”三方面聚焦发力．
２１　努力实现行业补贴政策精准发力

“工商协同，互利共赢”．当前，烟草行业的
惠农政策力度相当大，无论是工业反哺农业，还是

商业直补烟农，企业都有很大的自主权．然而，在
烟叶生产各个关键环节进行的补贴，并没有起到一

个良好的导向或关键作用．比如：紧紧抓住 “密

集烤房”建设这个牛鼻子，加大政策补贴投入，

打牢稳固烟叶种植队伍这一 “根基”，彻底消除稳

固核心烟区隐患；深耕晒 （碎）垡技术，该项降

本增效技术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的原因主要问题是出

在补贴上，当前每公顷补贴２元与实际费用６６７
元相差甚远；烟叶生产中后期管理方面出现本末倒

置，我们的管理重心放在 “有无烟杈、烟花”上，

根本不关心对土壤保育有重大影响的 “拔除烟秆、

土壤深翻晒垡、严重病区提前处理”等关键措施

的提前介入；烟叶工商交接环节，工业企业抓住红

大烟叶青筋的问题不放，一定要大而长、颜色

“黄鲜净”的 “非主流烟叶”才有好价钱，这又如

何体现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因此，下一步我们要
多多征求 “金点子”，重新审视和进一步统筹各环

节的补贴政策，聚焦发力，把政策这块 “好钢”

用在刀刃上．
２２　努力实现储备人才和累积技术精准发力
２２１　人才储备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的发展，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靠人才．昆明市
烟草公司具备雄厚的人才储备，据不完全统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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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烟叶生产技术研发及推广人员１１５人，特
别是以技术中心为龙头的牵头部门，更是拥有高级

农艺师３人，博士４人，全国烟草分级能手２人，
在烟叶调制、绿色防控、土壤保育等重点领域都有

专业技术人才．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企业
自身人才优势，发挥专家组长及专家团队的优势，

再借助昆明地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云集的优势，

坚持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内外强强联合，针对重

大技术问题，集体决策，上下联动，一以贯之，势

必在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上大有可为．
２２２　技术积累优势

昆明烟区种植红花大金元的悠久历史．而昆明
市烟草公司不仅具有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科

技人才队伍，还拥有底蕴深厚的烟区广大一线技术

能手，以及忠实的 “铁杆”烟农，并具备一批红

花大金元种植和烘烤专业技术及管理的人才，而且

他们积累了该品种的大量种植技术和烘烤技术的丰

富经验．此外，所获有关昆明红花大金元种植和烘
烤的知识产权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发表强相关专

业技术论文２０余篇，获得强相关发明专利 ５项．
如果将这些科技成果进行筛选和利用，那么兑现的

一定是先进的生产力．
俗话说：种烟的是师傅，烤烟的是徒弟．烟叶

质量是在田间形成的，田间烟叶成熟素质好坏决定

了品质是否被固化，只有适熟采烤的烟叶，烟叶的

品质及特色才会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有理由坚
信，只要积极、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深入研究思考，

攻克红大种植技术指日可待．
２３　努力实现 “自然禀赋”与配套关键技术精准

发力

２３１　利用强紫外线的自然优势，落实深耕晒垡
技术

　　长期实践表明，提前谋划、区域规划、深耕晒
垡、抗旱保苗、重点病虫等关键环节或关口是昆明

烟区红大种植的技术难点．昆明地处云贵高原，紫
外线强烈是杀死土壤传播病原菌、土壤中的虫卵的

“自然禀赋”，如果我们在９月份收完烤烟后，能
够结合墒情及时将烤烟规划种植区的土壤 （地）

进行深耕晒垡，借助１０月至次年３月的强烈紫外
线，以及土壤与大气的冷热交换等因素叠加，可以

大大减少土壤中原有的病虫基数，为烤烟健壮生长

提供一个优越的根系环境．但我们往往没有利用好

大自然给予的优厚馈赠，深耕不及时，且深耕不

够，无形中失去了种好红大的土壤环境条件．
２３２　利用移栽期少雨优势，做到移栽期与雨季
协调一致

　　 “十年栽烟九年旱”，这不仅是昆明烟区移栽

期的特点，也是符合烤烟干长根、湿长叶的生长规

律，还是老天给予我们的又一 “自然禀赋”．但
是，我们却人为地把这一优势转化为劣势，一方

面，我们没有把移栽期与雨季进行有机结合，一味

突出 “早栽”；另一方面，有先进的抗旱移栽技术

不用或不知道如何利用，如合理轮作、水肥一体

化、抗旱活土等先进实用技术没有得到高度重视，

而更多的是瞒报、摆设或应付，没有用心去掌握和

拓展真正的核心技术．反之，天气干旱时，投入大
量的人财物争分夺秒的进行 “亡羊补牢”，结果是

延误时机，浪费人力物力，导致事倍功半，天怒人

怨，最终不能实现烟苗生长与水分供需平衡的一

致性．
２３３　利用烟叶收获期 “关键窗口”，做到来年

生产技术规划有的放矢

　　每年的烤烟成熟收获期，是最能检验烤烟生产
薄弱环节的一个关键 “窗口期”，但我们却忽略了

或没有利用好这一 “自然禀赋”．例如烟株 Ｎ素过
剩、Ｎ素不足、中微量元素 “缺素症”、各类病虫

害、自然灾害、过熟或抢青采收等问题，在这一时

期都会一览无余．然而，有部分管理者和决策者，
却忽视了这一 “种好烟的一把利剑”，缺乏超前谋

划意识，必然导致其所做的决策仅凭老经验、老办

法，而且随心所欲．其实，只要能充分发挥各地大
田中后期管理相关人员的作用，再借助一定的外力

（如相关专家），跟踪统计各片区、各地块烟株出

现的各种不同情况，认真分析，建档立卡，并在同

一时间找出 “标杆田” “标兵户”，以及问题田、

问题户，从而可为下一年生产布局及生产决策提供

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２４　努力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全面协同推进

充分利用好以上论述的 “三重馈赠大礼”仅

仅是种好红花大金元品种的基础，而且要最终实现

“工业、商业、政府和烟农”四满意，还要打破常

规思维，进行土壤保育、绿色防控、成熟采烤等关

键技术创新及生产管理创新．１）技术创新方面，
比如，深入开展该特色品种的成熟、采烤特性和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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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方法的研究．一方面，上部叶的成熟度问题，不
能用传统的 “充分成熟”标准来度量，而是应该

遵从红大上部烟叶不耐养的根本特征特性，以及品

种特性的 “适熟”采收原则［８］；另一方面，针对

红大后期不耐低温、易受冷害的问题，可以探索适

当早采，采用烘烤前期 “增光照辐射、稳温度湿

度”促成熟 （如促主脉发白、内含物的转化与重

新合成等）的创新做法，安全避开后期低温的影

响，让上部烟叶在烤房内实现 “充分成熟”指标．
比如，红大后期易感赤星病［９］，我们不能用传统

的 “烟叶有几个赤星病斑不影响产质量”的惯性

思维．又如，红大曾经是抗根结线虫病的，但由于
土壤生态环境变化或品种抗性退化等原因导致现在

易感根结线虫病［１０］，在下部叶采收后根系被线虫

侵染导致中上部叶毁于一旦，我们不能简单用

“红大难栽、难管、难烘烤”进行笼统概括，而应

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突破．２）管理创新方面，
俗话说得好，“三分栽七分管”．“栽”就是通常
说的种植技术，而 “管”就是指管理思路及管理

方式方法．若制订的种植技术足够实用、管用，
但由于管理上的原因导致没有能真正落到实处，

最终无异于 “纸上谈兵”．例如，良种管理、抗
旱移栽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管理、植烟土壤管

理、烟叶采烤管理等几个板块的工作落实，只有

用创新的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才不至于顾此

失彼，最终实现协同推进的目标．因此，在红大
的关键技术上还需深入研究、突破常规思维，做

到提前谋划、因地制宜、狠抓落实，采用系统全

面的思维指导工作．只有在创新管理上下功夫，
向管理要效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红大的栽培烘

烤、提质增效难题．

３　昆明烟叶高质量发展的展望

结合昆明烟区实际，只要努力聚焦一项 “行

业政策”、两大 “企业优势”和三重 “馈赠大礼”，

实现三个 “支点”精准发力，撬起 “红花大金元

规模翻番”的地球，终将会实现把昆明烟叶打造

成高原 “道地红大”的圣地．
一是充分利用好行业补贴政策并精准发力、人

才和技术的积累优势、烟区环境资源的自然禀赋，

以及提高关键技术的到位率，就可以做到 “事半

功倍”，减少农药残留，增加烟叶效益，打造出昆

明烟区绿色烟草的 “新名片”．
二是通过严格管控品种纯度，切实提高同一片

区内及片区之间烟株整齐度，真正落实烟叶适熟采

收及调制工艺，以及扎实推进初烤烟叶专业化分级

水平，就可以做到品种特色明显，烟叶清甜香风格

突出，烟叶质量一流，最终铸就昆明烟叶清甜香润

的 “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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