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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烘烤管理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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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烤是烤烟出质量增效益的关键环

节，长期以来我县烟叶的烘烤以户为单位，分散运作，虽进行了大量的标准化烤房改

造，但也不易整合良好的烤房设备与先进的烘烤技术的最佳配套，烟叶烘烤工作滞后，

烟叶质量很难突破提高。为了探索出一条能较好地整合烘烤设备与烘烤工艺配套的烟叶

烘烤新路子，使烟叶的烘烤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各烟区积极对烟叶的烘烤组织模式

进行了探索， 2004年祥云县烟草公司深化烟叶烘烤改革，勇于创新，对程官村优质烟科

技术示范园新建一群12座（规格3m×3m，6层）的标准化烤房群推向社会承包烘烤烟叶，

全年烘烤烟叶82.7亩，48炉（次），21850杆（鲜烟叶79313.2kg），烤出干烟15491kg。

烟叶的烘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与一般分散户烘烤的烟叶相比，每亩降低

产量损失29.25kg、产值损失328.48元，均价提高0.10元/kg，上等烟增高11.71个百分

点，上、中等烟达到98.99%，有效地实现了烤房、烘烤工艺和烘烤管理等优化组合，使

过去的分户烘烤走上了集群化、商业化、专业化的道路。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

员的欢迎。  

    一、抓改革 促烘烤  

    烤烟上质量，增效益，一方面要栽出好烟，但种出好烟还不够，还要烤出好的烟

叶。目前我县普遍烟区户均种烟面积小，大田管理精细，田间烟株长势较好，烟叶成熟

充分，但由于分户、分散的烘烤烟叶，导致烤房的建盖与烟叶烘烤工艺很难实现规范统

一，烘烤的技术到位率低，往往是把质量较高的鲜烟叶烤成了质量很差的原烟，造成了

很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缩小烟叶烤后与鲜烟之间的质量差距，解决好烟叶的烘烤问题，

今年7月初，大理州祥云县烟草公司勇于开拓，将程官村优质烟科技术示范园新建的一群

12座（规格3m×3m，6层）标准化烤房群进行了烘烤烟叶的改革，公开向身怀绝技的科技

人员、烘烤师傅承包，使过去的分户烘烤迈上了集群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烘烤道路，

保障了烟叶烘烤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二、订承包 拴责任  

    集群化、商业化、专业化的烟叶模式是我县甚至全省、全国今后烟叶烘烤发展的趋

势，为了确保该项改革的成功，承包组在州、县烟草公司的指导、帮助下，在烟农自愿

的基础上与61户烟农签订了82.7亩的烤烟烘烤合同，明确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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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者职责：  

    1、指导烟农做好成熟采摘分类编杆，按类入炉； 2、严格执行州、县烟草公司提供

的烟叶烘烤技术规程；3、保证烘烤质量，向烟农收取烤费；4、每亩无偿借给烟农编烟

竿80棵。5、承担烘烤损失。要求每炉烤后烟叶的80%以上达正常水平，低于这项指标，

属承包烘烟不当，对烤坏的烟叶向烟农给予赔偿。赔偿办法：上、下部烟叶赔偿5

元/kg，中部烟叶赔偿10元/kg。  

    烟农职责：  

    1、按合同面积、每炉次运送优质鲜烟叶给承包方烘烤，如鲜烟质量太差的可以拒绝

烘烤或烟农同意不列入补偿；2、必须按照承包人员的技术指导，搞好成熟采烤、分类编

杆，按序入炉；3、按面积预交烘烤费。烟农在送烟叶烘烤前必须向承包方每亩预交烘烤

费200元，待烟叶烘烤结束后，按鲜烟叶0.14元/kg的烘烤费结算，多退少补； 4、每间

烤房由烟农推选一人，专门负责组织烟叶装、出炉工作，以防混乱。  

    合同要求双方按规定严格执行，如有违约必须承担责任。由于合同清楚，责任明

确，给集约化、商业化、专业化的烘烤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三、集约化 好处多  

    烤烟集约化、专业化、商业化烘烤，重在集约化即应用商业化、专业化的运作模式

使烤房、烘烤工艺和烘烤管理进行优化组合，以此实现烟叶科学烘烤的目的。经实践证

明具有如下好处：  

    1、烟叶的产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商业化集约烘烤使广大的科技人员、烘烤师傅有了展示自己雄才的天地。全年烘烤

烟叶82.7亩，48炉（次），与一般分散户烘烤的烟叶相比，每亩减少产量损失29.25kg，

亩产值损失328.48元，上等烟增高11.71个百分点，烟叶的烘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和提高。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的欢迎。  

    2、烘烤技术到位率高。商业化烘烤烟叶要求烘烤的烟叶质量经得住检验，群众信得

过。本次商业化烘烤烟叶从技术上讲，得到了省州烟草部门的帮助、支持指导，改变过

去分散烘烤，烤房性能不统一，技术操作难度大，鲜烟入炉混乱的现象，实现了“七

个”统一烘烤烟叶，即每一炉烟叶统一采收时间、统一成熟采收标准、统一鲜烟叶质

量、统一编装烟密度、统一分类编烟按序入炉、统一烘烤技术方案、统一烤后评烟，烟

叶烘烤实现了的规范化。在管理方面改变了过去烘烤烟叶独户运作、烟叶烘烤工艺得不

到落实的局面，实现了每炉有人管理，时时有人看，定时定岗、专人轮流值班的烘烤要

求，同时做到了烟叶烘烤“三表一计”，各炉总结，分炉指导。所以整个烘烤过程中大

大提高了烘烤技术到位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烟叶的烘烤质量，使烟农的种烟效益显著增

加。  

    3、促进了成熟采摘。成熟采摘是烤好烟叶的关键，承包组为了保证每一炉烟叶的烘

烤质量,对群众统一了烟叶成熟采收标准，加强了技术指导，坚持了成熟一片采一片，成

熟多少采收多少，不成熟决不采收烘烤的原则，基本做到了同部位、同成熟度，同一鲜

烟叶质量 “三同”烟叶入炉烘烤，使烟叶的成熟采摘广泛有了明显的提高，为烤出好烟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责任心得到加强。烟农独户烘烤烟叶，属单方面的利益，烟叶的烘烤质量好坏是

自己家的事，不牵扯其它人的利益。而商业化、专业化烘烤，烘烤烟叶质量的好坏，牵

连到承包者和烟农双方的利益。要保证双方得益，双方必需按约行事，认真履行职责，

才能保证烟叶烘烤质量的提高。所以，承包者和烟农从烟叶采收开始都严格地遵守的合

同，按合同办事，加强了责任心，使整个烟叶烘烤按章有序地进行，保证了烟叶的烘烤

质量。  

   5、节约劳动力。过去分散独户烘烤烟叶，12座烤房至少需要12个烘烤人员，如今由

于采取了专业化烘烤，全年仅用了6个烤烘烤专业职人员，节约烘烤人员50%。  

    6、烘烤科技示范作用大，技术推广面广。集约化、专业化的烘烤运作不但促进承包

者和技术员、烘烤师傅之间的技术交流，还为当地培训和培养烘烤技术骨干。同时，也

为各地烟草部门及烟农提供了成熟采收、分类编烟、按序入炉、科学烘烤等技术、经验

示范的场地。  

    四、问题与思考  

    祥云县烟叶烘烤工作迈向了集约化、专业化、商业化烘烤的新路子，并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1、烟叶烘烤走上集约化、专业化、商业化的道路是我县烟叶烘烤的新突破，是烤烟

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各级政府、烟草部门和广大烟农，群策群力，逐渐发展和巩固。  

    2、烤烟商业化烘烤必然出现烤烟生产中新的利益分配形式，利益来自对烟叶的烘

烤。而烟叶的烘烤前是鲜烟叶，烤后是原烟，如在承包者与烟农之间发生烟叶质量方面

的纠分，那该怎么办？由何部门或单位进行质量评判，做出正确的调解。因此，积极探

索鲜烟叶质量与烤后烟叶质量标准和鉴定机构，是发展商业化烘烤烟叶的一个重要课

题。 

 

    3、商业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烘烤运作会导致烟叶规模化道路的迈进，这不仅要求

种植规模化，对大田实现统一管理，生产出质量相近的鲜烟叶，还要对烤房及烘烤工艺

作相应的配套研究，才能确保烟叶产质量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4、烘烤的硬件和软件必须配套。烤房是烟叶烘烤的专用设备，其性能不好，操作不

便，再好的烘烤工艺也很难保证烤出质量较高的烟叶。因此，积极研究和开发较好的烘

烤设备，努力实现烘烤设备与烘烤工艺相配套，方可促进烘烤专业化、商业化及规模化

的发展。  

    5、各级烟草科技部门需加强科技服务力度，积极指导好承包者的烘烤技术，为承包

者分担技术之忧，确保商业化烘烤工作顺利开展。  

    6、搞好调查研究，制定烘烤计划，使烤房的烘烤能力与大田相吻合，避免出现烟争

房、烟等房、房等烟等的被动局面。  

    7、加强合同管理，制定合同承包制度，做好风险预测，明确权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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