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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时至盛夏，烤烟陆续成熟，进入采摘烘烤阶段。 官阳、

笃坪、建平等乡镇的烟农们抢抓农时，田间地头、烤房到处
有“赶烤”烟农忙碌的身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巫山种烟历史源自上世纪 70 年代， 一直是我县的传
统优势产业。今年，全县共种植 51925 万余亩，较去年比略
有增加，涉及 15 个乡镇 81 个村 1763 户烟农。

丰收时节烟农忙
8 月 1 日，记者走进建平乡黄岩村，蓝天白云下，放眼

望去，一块块错落有致的烟田里，一株株烤烟枝繁叶茂，一
片片烟叶硕大翠绿铺满田地。 烟农们头顶烈日，穿梭在烟
丛中熟练地采摘烟叶，或是将烟叶运送到烤房编扎、上炕，
忙得不亦乐乎，脸上不仅有辛勤的汗水，也有丰收的喜悦。

在烤烟房旁， 烤烟种植大户吴平正组织 10 余名务工
群众选烟分类、编扎上竿、开炉烘烤。“2023 年签订种植合
同面积 200 亩，雇用劳动力 46 人，根据目前的长势来看，
每亩地可达到 300 斤干烟叶，亩地产值可达 5000 元以上，
总收入可达 100 万元以上，除去人工工资过后，纯收入可
达 50 万元以上。 ” 种烟大户吴平脸上满是喜悦的告诉记
者，今年天气好，是个丰收年。

近半个多月来， 每天都有几十名村民在吴平这里务
工，每人每天 140 元工资，种植烤烟不仅给自己增加收入，

还给当地的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我今年 56 岁，年龄大外出也不好找工作。 现在正值

烤烟丰收的季节，在照顾家里的同时没事来这务工，采摘
烤烟一天有 140 元。 ”正在忙着采烟的村民彭文太笑眯眯
地说，一年最少也能挣 1.5 万元，只要能吃苦坚持做工，在
烤烟栽、采、烤、分、收期间每天都会有收入，在家门口都能
挣钱，很满足了。

一车车的烟叶刚从烟田里采摘来，搬运、分类、编烟、
上竿……工人们需要根据烟叶的大小、成熟度进行统一处
理，一杆杆嫩绿的烟叶左排右放，不一会就整整齐齐装满
了大半个烤房，紧凑而有序。经过 7 天的烘烤，新鲜出炉的
烟叶香气四溢，一杆杆绿色的烟叶摇身一变，成了金灿灿
的“黄金叶”，烟农们喜笑颜开。

技术指导保质量
为进一步提升烟农烟叶采烤技能， 提升烟叶产品质

量，助力烤烟生产提质增效，近段时间，烟草部门对 57 名
技术人员进行烘烤培训，技术人员再通过理论授课、实物
烘烤操作示范等形式对烟农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涉及烟叶
成熟采收、鲜烟叶分类编杆上炕、烟叶分级、烟叶收购等，
为今年烟叶稳产增收提供保障。

据悉，随着我县烤烟种植规模稳步增加，烟草部门在
大田管理上，提高烟株均匀一致性和“中棵烟”比例，开展

烟蚜茧蜂防治蚜虫、蠋蝽防治烟青虫、性诱剂防治斜纹夜
蛾、无人机飞防，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在控制非烟物质上，
田管、采烤、分级收购各环节，坚持源头治理，对非烟物质
采取“零容忍”，严防非烟物质混入。在采烤降损提质上，加
大采烤一体化推广力度，将烘烤损失比例控制在 5%以内。
持续强化收购质量管控， 在收购岗位设置上增设初分岗
位，对入库烟叶 100%开包质检，提升烟叶等级纯度和等级
质量，真正让“绿叶子”变成“金叶子”，助推群众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烤烟作为巫山县“1+3+2”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之
一，近年来，将发展烤烟产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因地制宜、加大投入，逐步完善相关
基础配套设施，稳步增加烤烟种植规模，抓实烤烟种植责
任落实、技术服务、育苗管理、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
帮助烟农解决问题和困难， 全面促进烤烟产业提质增效，
确保烟农获得最大收益。

巫山烤烟“三大名片”
巫山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立体气候十分明显，年均温

度 18.4 摄氏度，年总日照时长 1440 小时，光照时长在全
市排名前列。 巫山的气候特征，对上部烟叶高成熟度极为
有利。

烟农常年施用农家肥、火土灰，烟草部门推广了增施

有机肥、绿肥种植、基肥拌菌等土壤保育技术，开展烟田农
膜集中回收处理和机械化除草，全面禁用除草剂。目前，巫
山绝大多数烟田土壤 PH 值集中在 6.5 左右，有机质含量
较高，氮、磷、钾含量适宜。

同时，烟草部门在打造职业烟农队伍、增强烟农归属
感上进行了深入实践，在生产环节当好“服务员”、在收购
环节当好“评判员”，通过职业烟农培训、提升烟技员服务
水平、保证收购公平等措施解决烟农实际困难，提高烟农
种烟经济效益，与烟农建立了深厚感情，培养了一支归属
感强烈的铁杆烟农队伍。 目前，巫山烟农队伍常年稳定在
1800 户左右。

巫山烤烟种植规模稳步增加，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为
烤烟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烟农种烟积极性高涨。此外，县
委、县政府对烤烟产业的支持力度为巫山烤烟发展营造了
良好外部环境，烟发展优势尽显。

如今，巫山烤烟坐拥“三大名片”。 2017 年被国家烟草
专卖局评选为全国八大香型之一“武陵秦巴生态区 - 醇
甜香型”典型产地；2018 年被国家局认定为“全国核心烟
区”，是全市唯一一个核心烟区；2020 年“巫山烤烟”入选
中国原产地物产百科烟草类条目，是全市唯一入选的烤烟
类条目。

“绿叶”变“金叶”

全县 5.1万亩烤烟喜获丰收

本报讯 （记者 何善春） 近
日，官阳镇烤烟进入成熟采烤期，烟
农们正陆续采收烟叶进行烘烤。 7
月 31 日，记者走进官阳镇鸦鹊村看
到，一片片绿油油的烤烟长势喜人，
烟农们熟练地进行采摘、搬运、分类
编杆、烘烤等流程。

走进鸦鹊村专业化烘烤集群
点，初烤烟叶的香气扑鼻而来，紧接

着映入眼帘的是一杆杆等待初分的
“黄金叶”。 烟农黄洪全说到：“今年
种了 50 亩烤烟， 现在烤烟长势良
好， 预计产量 15000 斤左右， 收入
32 万左右”。

黄洪全是鸦鹊村的烤烟种植大
户，今年已经 52 岁，从 18 岁开始便
在当地技术员的指导下开始种植烤
烟， 到现在有着丰富的烤烟种植经

历。 他介绍到，去年的 50 亩烤烟受
冰雹影响，收成惨淡，但他并没有气
馁，今年依旧种植烤烟，今年的烤烟
长势很好， 黄洪全看着这如绿毯般
铺满大地的烤烟， 脸上也流溢出幸
福的笑容。

近年来， 官阳镇充分发挥烤烟
生长周期短、见效快的优势，推进烤
烟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鼓励烟

农连片发展烤烟种植。 据介绍，今
年，官阳镇签订烤烟种植合同 4540
亩，共 168 户种植，人均种植 27 亩，
预计烟叶收购量 11804 担， 预计总
产值达 2600 万元左右，实现经济增
收，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官
阳镇内烟叶大田长势好， 第一轮烟
叶采烤全部结束， 从出炕的烟叶质
量来看优于往年。

官阳镇：4540亩烤烟赴炕赶“烤”

本报讯（记者 陈久玲 余雨
芳 实习生 彭诗怡 文 / 图）

8 月 2 日， 记者在骡坪镇团山
村看到， 烤房里挂满一杆杆金黄色
的“黄金叶”，烟农正来回走动观看
烤房烟叶烘烤颜色， 望着一炉炉烤
好的烟叶，烟农们的脸上，写满了丰
收的喜悦。

据介绍， 在骡坪镇烟农通过长
达数月的精细化田间管理，3850 亩
烤烟“开烤”，陆续进入烟叶烘烤期，
烟田、烤房一片繁忙景象。

烟农沈宏鑫告诉记者， 我们今
年种了 35 亩的烟叶，7 月 24 号开
始烤第一炕，今年雨水有点重，烟叶
长势比较可以， 大约在 10 月 20 号
左右烟叶就会烤完， 今年纯收入在
10 万元左右。

烤烟产业见效快，经济价值高。

于是， 近年来， 骡坪镇坚持因地制
宜， 将发展烤烟产业作为助推农业
产业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载
体，通过政策支持、大户带动，积极
引导高山地区群众发展烤烟产业，
不仅让种植户实现了增收， 也带动
了当地群众就近务工， 成为助农增
收的“金叶子”，

为保证烤烟质量， 骡坪镇党委
政府认真分析研究烤烟生产形势，
细化工作任务，做好地块规划，强化
技术指导，从育苗、移栽、管护到采
烤， 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的技术人
员蹲点负责，指导烟农及时采摘、分
类夹烟、 干烟分拣保管等各个阶段
的注意事项， 确保烤烟产业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

广袤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优质
的烟叶， 让一方百姓的日子蒸蒸日

上。 烤烟如今已成为骡坪镇农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 今年全镇共发展烤

烟 3850 亩， 预计产值 10010 担，产
值 1600 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王忠
虎 实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采
摘、搬运、编烟、上架、烘烤……

眼下， 正值笃坪乡烟叶收获期，
在田间地头和烤房内外，烟农们紧抓
农时，有的烟农正在编杆扎把上炕烘
烤，有的正在下炕装车搬运，技术人
员指导烟农扎把、下炕，来回走动观
看烤房烟叶烘烤颜色忙个不停，现场
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烟田里， 一株株烤烟绿中泛黄、
黄中含绿，烟叶肥大饱满，在阳光照
耀下，随微风荡起阵阵绿浪。

笃坪乡兔儿坪居委会四组的田
从亮，在这几日，常常烟田里与烤房

两头跑，脸上充满了忙碌的喜悦。“去
年栽了 26 亩地，卖了 13 万，今年栽
了 30 亩地，预计可以卖 15 万。 ”田从
亮欣慰地说。

巫山烟草公司笃坪烟草点点长
李成斌告诉记者，笃坪乡今年种植烤
烟涵盖 11 个村，有 877 户，种植面积
21945 亩，约定产量 57057 担，现在第
一炕烤烟已经下炕，烟叶技术指导员
正在帮助烤烟农户进行烟叶分级。

近年来，笃坪乡依托独特的气候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烤烟种植，农民
经济收入逐年增加，为当地老百姓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真正让烤烟
已成为笃坪乡老百姓的“黄金叶”。

笃坪乡：2万亩烤烟带动村民致富 骡坪：烤烟开烤 “钱”景喜人

烟农正在查看烤烟烘烤情况。

搬运烤烟。 记者 董存春 摄

编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