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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会

（云南省烟草沾益县公司 云南 曲靖 ６５５５００）

摘 要 本文总结了在烟叶产区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基本做法、效果和经验，分析了建立专业化烘烤

模式的理论依据、内容和重大意义，提出了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流程和保障措施。

关键词 建立 专业化烘烤模式 理论与实践

专业化烘烤模式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烘烤管理手段，是卷烟企业对烟叶烘烤质量提出的新的更高的

要求。２００３年，云南省烟草沾益县公司在前几年成功开发优质烟的基础上，在优质烟区初步建立了专业化烘
烤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０４年，结合曲靖市ＱＴＰ管理模式的推行，在广泛调研和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了专业化烘烤模式，并进行了试验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２００５年，推广到采用ＱＪ－ＩＩ型、ＱＪ－ＩＩＩ
型智能化烤房进行专业化烘烤模式。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中统一规划土地，由村民集资新改建烤房，聘用

或承包给经过优选的有一定烘烤经验的技术人员，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统一烘烤，实行集资新改建烤房、有

偿服务、专业烘烤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并以此为核心，创建推行了 “沾益县新技术专业化智能烘烤模式”。

专业化烘烤模式通过对烟叶成熟采摘、编竿、装炉、烘烤、出炉工作全过程进行全面监控管理，进一步提高

了沾益烟叶烘烤质量，有力推进了沾益烤烟生产的快速发展。

１ 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目的意义

随着国内卷烟企业的联合重组，大企业、大品牌正在逐渐形成，大企业为了确保大品牌卷烟质量稳步提

高，对烟叶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烟叶质量均衡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几年来，大部分烤烟大田长势

比较均匀一致，生产水平已基本达到或接近国际优质烟生产水平，但烤后烟叶质量与国际优质烟相比，还有

一定差距，甚至有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一家一户分散烘烤模式，烘烤人员众多，可谓男女老

少都是烘烤人员，他们的素质千差万别，烘烤水平参差不齐，致使烤后烟叶质量差异性很大，烤青、烤糟、

挂灰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烘烤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烘烤模式是有效整合各种烘烤资源，提高烘

烤整体水平和烟叶质量，降低烘烤损失和成本的组织管理方式。

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优选烘烤技术人员，统一烘烤技术，整体提高烘烤质量，实现烟农

“简简单单种烟，轻轻松松烤烟”，切实提高烘烤整体水平。对稳定烟叶销售市场、卷烟质量和市场均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可以为烟农、消

费者、环境和社会提供潜在的益处，为烟草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并将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基于上述认识，沾益县率先在全县的烟叶生产重点乡、村，建立了专业化烘烤模式，对烟叶成熟采摘、

编竿、装炉、烘烤、出炉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监控管理，做到统一成熟采摘标准、分类编烟、排队装炉、统一



按烘烤技术烘烤和烟叶出炉。实践证明，这种专业化烘烤模式，有利于提高烟叶烘烤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

先进烘烤技术的推广普及，提高了烘烤技术的到位率，提高了科技人员和烟农的素质，提高了烘烤管理水

平。

２ 专业化烘烤模式的内容

专业化烘烤模式，实质上是通过优选烘烤技术人员，对烟叶调制进行控制。烟叶调制的可控制性，是指

单个烟农或特定一群烟农的烟叶，从烟农采摘烟叶一直控制到分类编竿装炉和烘烤，甚至到出炉的初烤烟。

３ 专业化烘烤模式的建立

要真正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并做到有效监控和实施，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３．１ 加强领导

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重点是加强领导。领导小组由烟草公司、乡 牗镇牘、村 （办）相关人员组成，烟草

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设备补助，烟农投工投劳，乡镇、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领导小组分设技术组和管

理组，对全程进行监管。技术组由烟草公司→烟叶站→烟叶烘烤专职管理员→烘烤技术员组成，主要负责成
熟采摘、分类编烟、烘烤、收购等技术指导。督促管理组履行职责，协助管理组搞好管理。管理组由乡 牗镇牘
→村 牗办牘→管理员→烟农组成，主要负责各种资产的管理使用和安全，协助技术组落实好技术；组织烟农
按要求做好采烟、编烟、装炉等各项工作；负责烘烤费的收取及管理使用和烘烤设备的管理及维修。

３．２ 优选烘烤技术人员

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关键，在于优选烘烤技术人员。优选了烘烤技术人员，提高了烘烤技术人员的技

术操控能力，确保烘烤技术一流，保证在烘烤中，通过准确落实技术标准来准确控制烟叶调制，完成显现固

定烟叶内在成份品质，如糖、淀粉等的转化，达到最佳含量范围。

３．３ 严格过程管理

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的要点是，严格实行 “专业化烟叶烘烤模式”过程管理，其流程为：集中建盖→智
能操作→有偿烘烤→承诺服务。其中，烟叶成熟采摘、分类编烟、排队装炉、烘烤工作由烘烤技术人员完
成，烟叶采摘、出炉、发放初烤烟由管理员完成。

３．３．１ 集中建盖

由村委会提供土地，统一规划，集中新改建烤房群。烤房新改建资金实行村委会和烟农自筹，烟草部门

补助方式，烤房新改建结束后由村委会统一管理。

３．３．２ 智能操作

所有烤房配备数字式电子温湿度计，ＱＪ－Ⅱ型烤房采用沈阳海帝全自动烘烤设备，新改建的标准化烤房
和ＱＪ－ＩＩＩ型烤房采用昆明达丽康烘烤设备，用微机在中控室控制，自动化烘烤。根据烟叶品种、部位，设置
烘烤程序，烤房自动升温、排湿，直至烟叶烤黄烤干。

３．３．３ 有偿烘烤

烟草部门负责技术指导，村委会优选专业烘烤人员进行烘烤，向农户收取烘烤费用。烟农烘烤鲜烟叶按

１元／竿进行收费，所收取费用除用于支付聘用人员服务费外，主要用于烤煤、电费、烘烤人员及烤房设备维
修等费用。

３．３．４ 承诺服务

向烟农承诺实行烘烤损失赔偿，农户按成熟标准采摘烟叶，分类编烟，排队装炉，专职人员烘烤。烟叶

烘烤过程中，向烟农承诺，由于烘烤技术人员不负责任，若烟叶烤坏，造成的烘烤损失由烘烤技术人员赔



偿。

４ 保证专业化烘烤模式运作的有效措施

专业化烘烤模式是一项系统、细致的工作，要保证专业化烘烤模式高效运行，所有环节工作人员都必须

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实施专业化烘烤模式，实际就是促使烟叶烘烤从松散型管理向专

业化管理迈进。支撑这个模式高效运作的基础力量，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

４．１ 充分挖掘行政管理职能和效应

强化烟叶烘烤组织指挥体系，明确烟草职能部门的职责和行政部门组织指挥烟叶烘烤管理职责，主要是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方针政策，确定区域发展规划目标，制定和组织实施烤烟烘烤政策，实施计划调控、落

实工作，组织做好烤房新改建和烘烤管理工作，抓好烟农宣传教育，切实维护烟农利益，为技术服务和目标

考核的正常高效运转提供保障。把烟草和行政部门的积极性扭到一起，共同为发展烟草支柱产业尽职尽责，

保证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４．２ 建立稳定的专职烘烤管理员专业队伍，完善技术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烟叶烘烤管理的基本运行方法是：县级烟草公司管理烟叶收购站，收购站、点管理烤烟辅导

员，不脱产的烤烟辅导员管理烟农。这些烤烟辅导员都是不脱产的，通常一个行政村配备一个，除了指导烟

农种植烤烟外，还要参与本村的日常事务，同时自身也种植烟叶，对分管的烟农只能起到示范、指导作用，

而根本无法实行真正的有效管理，加之千家万户的烟农自行烘烤，烘烤人员素质千差万别。因此，烘烤技术

到位率低，先进科技措施难以真正推广，烘烤管理水平长期上不去。

在新改建集群标准化烤房的地方，聘请优选的烘烤技术员实行专业化烘烤管理模式，统一烘烤技术标

准。在没有集群烤房的地方，烘烤技术员由烤烟科技员担任，并从烟站选派一批懂烘烤、会管理的人员担任

烘烤专职管理员，依据烘烤工作标准、目标和考核办法，对烘烤技术员的工作进行培训、指导、管理和考

核，监督烘烤技术员的工作质量。优选了烘烤专职管理员和烘烤技术员，并通过烘烤专职管理员和烘烤技术

员的服务，确保在烤烟烘烤中提供质量较高并且统一的技术服务，真正做到 “烘烤指导到炉”，保证了各项

烘烤技术的落实和烘烤管理水平的提高，充分体现专业化烘烤模式的优越性。

技术服务体系由烟草公司→烟站→烘烤专职管理员→烘烤技术员 牗或烤烟科技员牘４级组成，实行层级管
理和考核制度。在全县各烟叶站按每站２～３名优选懂烘烤、懂管理的技术人员，建立稳定的烘烤专职管理队
伍，同时，稳定９２２名烘烤技术员。通过建立稳定的专职烘烤管理员专业队伍，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制定技
术实施办法，抓好技术培训、指导和推广工作，强化了技术服务的针对性和到位率，并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

考核，确保各项科技措施落实到炉。

４．３ 健全经济考核制度

目标考核主要是对积极主动改善烟叶烘烤基础条件的基层乡 （镇）、行政村，给予烘烤设施建设计划上

的倾斜，同时加大对基层组织的经济奖励。建立对在烘烤组织管理中做出成绩的各级各部门的奖励机制，提

高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对各级技术服务人员的奖励机制，对在烟叶生产技术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实行重奖，营造鼓励创新、重视科技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各级技术人员工作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明确规定了烘烤技术员必须完成的工作量及工作目标和相配套的考核办法，烘烤技术员按月领取

服务费，服务费与工作质量挂钩，实行动态管理。引导烟农自觉按规范的技术措施开展烘烤，落实各项科技

措施，提高烟叶烘烤整体水平。具体做法是，按ＱＴＰ模式对烟农实行信誉等级评价；制订烟站、专职烘烤管
理员、烘烤技术员 牗或烤烟科技员牘考核管理办法，明确烘烤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与奖惩挂钩。充分调
动了有关部门组织烟叶烘烤，提升了管理水平。



５ 实施专业化烘烤模式的效果

沾益县建立专业化烘烤模式，推行专业化烘烤模式的时间虽然还不是很长，但已充分显示出以下效果。

５．１ 提高了烟农的组织化程度，强化了对烟农的服务和管理

把烟农有效组织了起来，烟农之间在烘烤、生产技术上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特别是聘用了烘烤技

术员对烘烤实行专业化管理，促使烟叶烘烤管理从以往的分散型走向了专业化。做到根据烤房性能和鲜烟叶

素质实行分类烘烤，有效地提高了烘烤技术到位率和烘烤质量。

５．２ 增强了烘烤专职管理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真正做到烘烤指导到炉

优选的烘烤技术员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熟炼烘烤操作。由于实行有偿烘烤、承诺服务，较好地调动

了烘烤技术员的积极性，增强了责任心。做到 “烘烤指导到炉”，为提高烟叶烘烤质量奠定了基础。

５．３ 有效节约烘烤劳动力，维护了烟农利益

没有实施专业化烘烤模式前，烟农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进行烘烤，一座烤房需要１个劳动力。推行专业
化烘烤模式后，１名烘烤技术员可负责８～１０座烤房，这就从根本上缓解了烟农烘烤烟叶和分级扎把争劳力的
矛盾，减轻了烟农的劳力负担，实现烟农 “轻轻松松烤烟”，有效地维护了烟农利益。

５．４ 提高了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和烟叶收购效率

由于烘烤技术统一，烟叶烘烤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烟叶烘烤质量显著提高。同时，促使烟农从繁琐的烟

叶烘烤工作中解脱出来，为精心分级扎把赢得了充分的时间，为提高分级扎把等级纯度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

源基础。２００５年沾益县的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明显提高，经国家、省、市烟草专卖局抽检，综合等级合格率
达到８１．７％，上等烟等级合格率达到８０．６％。全县３６万担烟叶收购任务，在短短５０天时间内收购完毕，极
大地提高了烟叶收购效率。由于提高收购等级合格率和收购效率，实现了烟叶的平稳收购。

５．５ 快速提升了烟叶生产整体水平

实行技术人员到户、到田、到炉的细致服务以及经济引导和考核，确保了各项科技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一

户烟农、每一块烟地、每一座烤房，使科技措施的巨大效果真正体现到烟叶烘烤中，快速提升了烟叶烘烤整

体水平。中国烟叶公司原总经理赵元宽同志在沾益县烟叶烘烤的考察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实现了五个第

一，即组织管理第一、自动化烘烤规模第一、科技含量第一、烘烤效益第一、烤后烟叶质量第一”。

在与省内外烘烤专家的交流中，获得一致好评，认为：组织管理水平、模式的运行、烤后烟叶的质量和

效益，均已达到先进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烟叶烘烤整体水平和烟叶烘烤质量的快速提升。

专业化烘烤模式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是烟叶烘烤管理与国际烟草接轨，同时也是烟叶烘烤走向国际市场

的必经之路。只要认真去做，狠抓落实，就能更好地做好专业化烘烤模式各项工作，提高烟叶烘烤管理水平

和烟叶烘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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