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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烟区““田间气象站田间气象站”。”。

烟农操作覆膜机进行
烟苗覆膜作业。

定制自动装烟机，降低劳动强度。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十四五”以来，陕西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始终立足三农工作大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
果导向相结合，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先后
出台破解“在哪儿种烟”“谁来种烟”“怎么种烟”和全面加强基层
烟站建设管理等“四个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加快烟叶生产转型
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开启了陕西烟草农业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

商洛：突出基础管理 建强“第一车间”

近年来，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持烟叶基础地位不动
摇，重基层、打基础、固根本、激活力，持续建强烟叶生产“第一车
间”，助推烟区高质量发展。

推动党业融合。党建强，则发展强。2023 年，商洛从加强烟
叶基层建设和基础管理出发，完善优化党组织设置，成立烟站党
支部，积极推动基层党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有力
推动党建链紧密嵌入产业链，助推党建与业务同向发力。在商
洛烟区每个生产环节，随处可见冲在前、干在先的一线党员身
影，他们成为烟农群众的主心骨，让烟叶生产队伍思想更加牢
固、工作更富效率。

强化基础管理。突出管理效能发挥，商洛烟区不断完善创
新基层基础管理手段，通过量化月度和年终考核指标，积极探索
以“优秀烟站”“十佳技术员”评选为抓手，激活基层烟叶生产人
员精技术、强技能、优服务、抓落实的内生动力，为烟农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推动烟叶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加强基层建设。近年来，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完成 5
个烟站改扩建项目，有效改善基层烟站生产服务条件；累计投入
补贴资金 1.04 亿元，实施高标准烟田建设、新能源烤房建设、农
机设备购置等各类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896 个。积极开
展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县创建，坚持问题目标导向，填空白、补弱
项，农机实用性明显增强，有效改善了烟区生产条件，加快提升
了烟草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设施综合配套能力。

破解发展瓶颈。坚持创新驱动，以金叶科技小院为载体，积
极开展科普宣传、科技推广、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建立 3 个区
域性科技示范园，搭建创新平台，先后开展“品种区试”“土壤保
育”“液态地膜应用”等科技推广，大力推行宽窄垄、“烟+豆”套
种、“烟+粮”轮作，持续扩大绿色防控大农业覆盖面，点燃烟区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烟草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新突破。

安康：答好“烤题”答卷 助农增产增收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紧紧围绕烟叶烘烤环节提质挖潜
重点，多途径答好“烘烤”难题，助力烟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稳抓“三要点”，答好“备烤题”。围绕绿色生产要求，统筹推
进绿色高效植保、有机肥增施和生物制剂使用等技术措施，确保
产出优质“生态烟”。狠抓生产环节时限化管理，确保烟苗大小
一致、田间群体一致、成熟落黄一致，真正管出均质化“待采
烟”。强化精准管理，制定推广“1354”采收操作规范，助力采收
优质“易烤烟”。

组建“三团队”，答好用人题。以高级农艺师为“领头羊”，建
立“首席专家”指导队，就烟叶采收烘烤重难点问题坐诊把脉，为
烘烤一线吃下“定心丸”。优选烘烤人才，建立市、县、站、社
（场）“四级烤师”服务队，全程指导专业化烘烤，遍撒成功采烤
“安全网”。以村（社）为单位，由电管员、机修师、烟技员等专业
人员共同组成具备 50 公里响应 2 小时内排障能力的“110”应急
保障队，开启烘烤援助“直通车”。

释放“三潜能”，答好装备题。围绕烟叶烘烤装备配套，深挖
烤能潜力，采取业主筹一点、政府扶一点、企业补一点的方式，推
进建设烘烤工场 360 处，配套烤房 2068 座，保障“种烤”匹配。深
挖性能潜力，加大烤房排查养护，严把烤房选址和建设质量关，
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确保烤房经久耐用。深挖智能潜力，全
面应用自控仪等智能化烘烤设备，实现从“一人一炉”向“一人多
炉”的专业化烘烤转型，年节约烘烤成本 80 余万元。

强化“三管控”，答好减损题。强化烤前管控，认真落实成熟
采收要求，全面实施烤前鲜烟素质评估，确保同炉同层烟叶烤后
水平一致，积极引进烟叶采收机，定制装烟机、装烟梯，加大烟夹
配置，在减工降本的同时，实现烟叶减损提质。强化烤中管控，
围绕“黄亮软香”的烘烤目标，制定推广“3335”烘烤操作规范，促
进烟叶烘烤提升减损。强化烤后管控，突出防破损、防水超、防
虫蛀重点，加大烤后烟回潮和初分保管技术应用，最大程度降损
防变。

推进“三对接”，答好服务题。推进机构与机制对接，协助村
集体合作社组建烘烤服务队 27 个，服务班 200 个、服务组 700 多
个，助推轻简高效采烤。推进工人与工种对接，分类定制作业标
准和技能要求，提供“菜单式”服务；开发应用“同心惠民”App，
帮助烟农精准对接用工需求。推进烤师与烤房对接，实行“一工
场一烤师”，科学制定烘烤师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真正让烤师
安下心、扑下身服务烟农。

汉中：培植产业综合体 绘就烟区多彩画卷

2023 年以来，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聚焦“粮烟菌果蔬”
多元融合发展，围绕项目化运营思路，积极探索“合作社+农户+
农服公司”的运行模式，打造烟区产业综合体平台，不断拓展烟
农增收空间，勾勒出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多彩画卷。

党建引领，高擎“红色旗帜”。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
持党建引领，与产区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成立“党建产
业联盟”，积极整合联盟成员资源服务产业链发展，制定烟叶产

业扶持政策 20 个、召开联席会议 38 次、撬动各类资金 5000 余万
元，为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汇聚起了共建共享的政企发展合力，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跑出了烟草加速度。

产业融合，盘活“金色土地”。持续加大土地流转补贴力度，
发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平台作用，充分盘活土地资源，积极构建

“烟叶+N”的多元融合体系，汉中烟区综合体全面开展了粮烟间
套作、轮作倒茬、烟后作物种植，以烟稳粮、以烟促粮、粮烟经协
同发展的现代烟草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科技赋能，增添“绿色动力”。积极推进冬耕冻垈、绿肥还
田、测土施肥、绿色防控、结构优化、清洁烘烤、间套轮作，大力开
展适用机械选型配套和“一部手机种好烟”智慧平台搭建，实现
了综合体移栽前机械一体化作业率 100%、烟叶和非烟产业生产
管理全程精准管控，为烟区综合体构建起稳固的绿色生态生产
技术体系。

创新驱动，擦亮“彩色名片”。以“合作社+烟农+农业公司”
为运行模式，加快各类生产要素聚集，不断拓展延伸产业链。在
汉中，烟农或选择利用闲置育苗大棚和烤房发展设施蔬菜、烘烤
食用菌，或选择在间套作、轮作种植大豆、红薯、荞麦、水稻等粮
经作物，烟区产业综合体的各类生产主体实现了从“一季生金”

到“四季来财”的转变，勾勒起一幅“烟叶强、烟区美、烟农富”的
多彩画卷。

宝鸡：做好农机农艺融合 烟农轻松种好烟

宝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持以烟草农业现代化为引领，
建设新烟田、应用新农机、融合新农艺、培育新农人，构建“田
机艺服”融合发展的机械化生产系统，深入推进农机农艺融
合，使全市烟叶生产走上一条高质高效、助农增收的现代化新
道路。

建设新烟田。政企联动共同出台土地流转政策，融合乡村
振兴项目资金，实施撂荒地整治、土地流转和布局优化，累计
整治烟田 2690 亩，集中流转烟田 5510 亩，形成宜机化连片烟田
2.25 万亩、占比 71.2%；建成千亩村 12 个，种植面积 1.55 万亩、占
比 49.1%，使“零散地”变成“聚宝盆”，让“铁牛进得去、良田耕
出来”。

应用新农机。针对产区多山地台塬的生产实际，宝鸡通过
“赛马选型”筛选供应商 15 家，确定 68 种机型，累计选购配置各
类农机具 5751 台，使适合地形特点的“普适化”适用农具，和能
够原地掉头、爬坡的“便利化”小型农机脱颖而出，试点搭载北斗
系统无人驾驶农机和无人机高效植保的智能农机应用，围绕机
具打顶抹杈、机械装烟、分级烟叶机械打捆开展探索，以“小机
具”对症解决机械推广应用的“大问题”。全市机艺融合示范区
内亩均用工 17.5 个、同比减少 4.5 个，节约用工成本 450元以上。

融合新农艺。紧扣生产实际，通过小改进、小创新，推广符
合湿润苗盘的自动装盘播种机；试点研制起垄挖窝一体机；与机
械公司合作调整移栽机抛苗、打窝装置，研制数控原地掉头、爬

坡功能。反复验证形成了涵盖育苗、深耕、整地起垄、覆膜、移
栽、中耕等 6 个环节的《宜机化烟草农业标准技术规程》，农机农
艺融合呈现出“实用、多样、融合、智能”的发展特色。

培育新农人。坚持数字驱动，建设现代烟草农业智慧调度
中心，打造“云棚”“云田”数字化平台，建设“田间气象站”，实
时、精准、可视化监测“苗情、墒情、病虫情、气象情”，以“数字烟
田”赋能生产决策和组织管理。开发“成美慧农”App 平台，提供
农机、政策、技术等服务，种烟信息一键获取、种烟事项一键办
理，以高科技、信息化打造“硬核”新农人。积极培育多元服务主
体，全市服务覆盖面积达到 80%以上，有力推动烟叶生产降本增
效，烟农轻松种烟。

延安：“小烟区”仍有“好做法”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始
终围绕“大国小农”这一基本国情，用一个个巧办法、好做法，助
力老区烟农增收致富，推动烟区乡村振兴。

省时省力，轻松种烟。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不仅增加了延
安烟农的生产劳动强度，也制约生产效率和烟叶质量的提升。
为此延安烟区以“机器换人”推动生产新旧动能转化，持续加快
烟叶生产转型升级步伐。“以前栽烟，没有合适农机，起垄覆膜全
靠人，费时、费力，我们家就我们老两口，每到移栽时就愁得不得
了。现在用机械来干，50 多亩的烟田，两台覆膜机一天半就铺完
了，我们再也不犯愁了。”省级五好家庭农场主杨保全说起机械
化的使用喜上眉梢。2023 年延安烟区烟叶移栽投入农机 1438
台，机械化耕整地率和起垄率均达到 100%，机械化覆膜率达到
90%以上，累计减工 8.72 万个，降本 1463.84 万元；亩均减工 4.7
个，户均降本 2.37 万元，切实让烟农感受到机械化生产带来的生
产变革和减工增效实惠。

营养更全，品质更优。近年来，延安烟区突出绿色良技、生
态良田、安全良质的融合提升，大力推广有机肥增施技术，差异
化投入生物菌剂、菌肥和腐熟黄豆，烟叶外观质量、内在品质明
显改善。“今年我种了 65 亩，收入 33 万元，除了公司补贴的专用
肥、生物有机肥、菌剂外，我一亩地还多上了 20 斤腐熟黄豆、15
斤钾肥。肥料上足、上全了，烟叶产量更高，上等烟比例也高
了。”张村驿王家庄家庭农场主张财富高兴地说。

示范引领，稳定队伍。延安烟区不断加大烟农职业化培育
力度，2023 年全市建设家庭农场 39 户，发展青年烟农 184 户，涌
现出了一大批家庭农场和青年烟农先进典型，成为延安烟区烟
叶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示范引领广大烟农不断提升自身生
产技术水平和烟叶生产质量，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烟叶
生产队伍，为稳定烟农队伍，持续破解“谁来种烟”注入新的
动能。

咸阳：经营家庭农场 争做创业先锋

从小在咸阳市旬邑县底庙镇前村长大的陈云龙，是地道的
农村娃，高中毕业后出门闯荡，积累一定经验后于 2012 年返乡
创业，先后从事中药材和山地矮化果园产业。多年来的农业经
营经历，让他积累了不少现代农业的管理经验。

初期的创业成功极大地鼓励了陈云龙，在听说种植烤烟收
益高、烟草公司扶持力度大、市场稳定后，陈云龙跃跃欲试，他第
一时间提出申请，种植烤烟 200 亩。旬邑县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工作人员查看了陈云龙计划种植烟叶的田块，详细了解了种
植资金准备、场房、劳动力来源等情况，为他量身制定了烟叶种
植和家庭农场的发展规划。

陈云龙发挥年轻人勤奋好学的特长，不懂就问、注意积累，
开始了他的烟叶种植事业。起垄施肥覆膜，移栽中耕采烤，每个
环节全部亲力亲为，短短一个生产季节，他就学会了烟叶种植各
项技术。受聘于陈云龙家庭农场的烤师万步斌说：“这小伙子能
吃苦，各环节技术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这些曾经种过烟的
老烟农刮目相看，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

2023 年 9 月，旬邑开秤收购，种了一年烟叶的陈云龙第一时
间赶到烟站：“以前从来没见过交烟，我这回一定要第一时间交
烟，让烟站检验一下我一年的劳动成果！”随着最后一车烟叶交
售完毕，陈云龙一共收入 75.4 万元，亩产值近 4000 元，成了当地
家喻户晓的种烟新星。

近年来，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坚持把培育规模化家庭农
场，作为推动烟叶生产转型升级的解题密钥，充分发挥烟叶产业和
区域自然条件优势，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四位一体
的运营模式，吸引带动了一批像陈云龙一样的青年返乡创业，为全
省稳定烟农队伍，培育新型种植主体，推动烟草农业现代化，助力乡
村振兴贡献了咸阳智慧。

本版文图均由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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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产业综合体内利用闲置
育苗大棚开展食用菌生产。

引进自走式早地移引进自走式早地移
栽机栽机，，进行烟叶移栽进行烟叶移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