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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保持武隆烟区烤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对武隆烟区 2017-2020年烤烟种植情况进行调研

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烟叶种植海拔、种烟村社、烟农年龄文化结构均发生巨大变化，结合当前烤烟生产发展

形势，分析原因，提出应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稳固基本烟农、促进多元增收等方面进行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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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自 1983 年开始种植烤烟以来，已经有 37 年的历史，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和精心培育，烤烟种植已成为武隆中高山地

区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由于适宜种烟土地减少、富余劳动力转移、烟农积极性不高、种烟成本上升等

因素的影响，种烟比较效益将越来越不明显，有研究表明，国内烟叶生产整体水平和烟叶质量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烟叶生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度不够快等，加上全国生产布局的调整，武隆烟区的收购量连年递减，烤烟布局将

进一步进行优化调整。本文从近 4 年来，种植海拔的变化、植烟村社的调整、烟农年龄和文化结构等方面，对武隆烟区生产情

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旨在为武隆烟区烤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当前植烟布局现状 

1.1植烟区域海拔分布变化情况 

武隆植烟海拔高度主要集中在 1000～1200m之间，占全区植烟面积的 50%左右，且呈现逐年增加趋势；800m以下海拔和 800～

1000m两个植烟海拔面积占全区植烟面积的比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至 2020年分别占全区植烟比例的 2.56%和 23.55%，较 2017

年分别下降了 3.02%和 9.98%;1200m以上高海拔烟区占全区植烟比例总体则呈现增加趋势，至 2020年达到 16.43%。由此可见，

武隆烟区植烟海拔在逐年向中高山区域转移，低海拔烟区进一步萎缩。 

1.2植烟区域规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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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2020 年，武隆种烟乡镇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但种烟村和种烟社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 2020 年种烟村较 2017 年

减少 14个，种烟社减少 80个；烟农户数 2020年较 2017年减少幅度加大，达到 52.75%，年均减少幅度为 13.19%；合同面积和

计划产量均呈下降趋势，2020 年较 2017 年下降幅度分别为 37.5%、42.31%；户均规模总体呈现增加趋势，2017-2020 年间年均

增加 8.1%。由此表明，烟农户均规模并未随着生产计划的调减而降低，基本烟农户在逐步流失。 

1.3烟农队伍年龄、文化结构变化情况 

武隆烟区烟农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 41～60岁之间，占全区烟农数量的 80%左右，且呈现递增趋势，至 2020年占比达到 81.83%；

其他年龄阶段的烟农数量占全区烟农数量的比例总体呈现减少趋势。 

武隆烟区烟农文件水平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两个阶段，占全区烟农数量的 90%以上；烟农中具有高中、中专、大专文化水

平的比例年度间略有浮动，但总体变幅相对较小；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烟农呈现递增趋势，至 2020年达到 2.69%，较 2017

年增加 64.68%。这表明，烤烟种植对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善于管理的人员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种烟农户结构仍有

优化的空间。 

2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重点植烟区域海拔变化明显 

一是部分植烟区域土壤多年种植后，土壤肥力退化严重，酸度逐年增加，病害连年发生，导致部分烟农在海拔相对较高的

新区域进行开垦荒地种烟；二是烟区海拔逐年增加，对品种布局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是 K326品种烟叶不适宜在高海拔种植的

问题；三是烤房、烟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在中低海拔相对过剩，而在高海拔及新烟区配套资源不足，导致烟农烘烤成本增加。 

2.2户均植烟规模逐年增大 

一是受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作为旅游景区的武隆受冲击更加明显，部分区域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原种烟村社逐年减少；二

是武隆作为一个有 35年种烟历史的老烟区，连年种烟，部分土壤肥力退化，酸化严重，加之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加，基本烟农

流失严重，导致户均规模逐年增大，在烟叶生产的移栽、田管、烘烤、分级等关键环节劳动力缺乏。 

2.3烟农队伍文化水平偏低、年龄结构偏大 

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劳力流失较为严重，导致现在

烟农年龄结构较大，基本烟农户流失；二是由于物资、燃料、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种烟比较效益下降，导致烟农对种烟致

富的信心产生一定的动摇，难以吸引青壮年及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发展烤烟；三是自然灾害频发，种烟风险较大，虽然给烟

农购买了种烟保险，但保险种类较单薄，赔付金额较低，无法有效保障烟农收益。 

3 解决问题的思路 

3.1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一是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优化种植布局，逐步增加中低海拔植烟面积；二是对于部分区域新增种烟农户烤房建设给予一定

的政策支持，对于部分老化的设施设备建立统一的维护管理制度。三是积极争取地方党政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及管护力度，稳固好烤烟这一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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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稳固基本烟农户 

一是强化职业烟农培育工作，对于铁杆烟农，要加大技术培训力度，争取政策扶持力度，力争培育一支懂技术、会管理、

善经营的职业烟农队伍，把基本烟农户稳定下来。二是强化土壤保育工作，积极引导烟农开展绿肥种植、增施农家肥等工作，

维护好基本烟田。三是完善烟叶风险防控制度，积极与气象部门沟通协调，利用短信平台，告知烟农灾害预防措施及各生产环

节重点工作，同时完善病虫害预警机制，进一步减少烟农病虫害损失，提高烟农收益，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种烟。四是提升

烟叶科技含量，积极开展“小改小革”器具创新改良，进一步减少生产环节用工数量，降低投入成本。 

3.3打通开展烟农多元增收渠道 

一是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在服务烟农上，拓宽专业化服务项目，优化烟叶种植流程，减少烟农直接用工。二是充分调动

合作社的积极性，搭建平台，优选项目，积极探索烟农合作社+特色产业、烟农合作社+精准扶贫、烟农合作社+农村电商、烟农

合作社+乡村旅游等经营模式，以此提高烟田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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