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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烟草农业

“6  +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研究与应用

穆青，刘锦华，黄德朴，陈丽萍

贵州省烟草公司黔西南州公司，烟叶生产经营部，贵州兴义 562400

摘 要：烟叶采烤是烟叶生产中的重要环节。黔西南州安龙县依托烟农综合服务合作社，采取“6+6S”烟叶采烤一体 化服务模式，

即 6 道操作工序（将烟叶采烤划分为成熟采收、鲜烟运输、分类编竿、分类装炕、专业烘烤、下炕初分称重），“6S”现场管理

（整理、整顿、清洁、素养、安全、节约），具有流程作业工序化，组织管理车间化，采烤操作标准化的特点，实现了烟叶生产

组织化程度、烟叶采烤质量的提高和过程的精准把控，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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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烟叶生产过程中，采收与烘烤是用工数量

最多、劳动强度最大、技术要求最严、市场风险最高

的环节，特别是用工需求占整个烟叶生产用工数的

40% 以上 [1]。随着现代烟草农业的推进，烟叶种植逐

步集约化、适度规模化。同时，卷烟工业企业对烟叶

质量特色要求越来越高，烘烤技能要求相对应也需提

高。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高素质劳动力、资

金等持续向城镇流动和聚集，烟叶生产要素存在短缺。

因此，烟叶采烤一体化是势在必行 [2]。烟叶采烤一体

化是烟叶降损增效、促进烟农主业增收的必要途径，

也是推进减工降本、转变作业方式的必要手段，更

是稳定原料供应、提高均质水平的必要保障 [3-5]。基

于此，我们依托烟农合作社专业队、集群烤房，结合

烟农服务需求，就近整合烟农、闲散劳动力资源，组

建专业服务队伍，为烟农提供采烤一体化服务，探索

形成了“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以期助推

烟农综合服务合作社的发展，为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

提供借鉴。

1 模式介绍

采烤一体化设计为“成熟采收、鲜烟运输、分类

编竿、分类装炕、专业烘烤、下炕初分称重”6 道操

作工序，各操作工序统一技术标准、作业规范，实行

工序化、流程化、标准化作业。引入整理（Seiri）、

整顿（Seiton）、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

安全（Safety）、节约（Save）的“6S”现场管理

法，借鉴工业生产中的车间班组化组织管理，构建了

“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

1.1 6 道操作工序

亚当·斯密 [6] 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有了分工，同数劳动

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

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

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

就可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

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工作”。 模式设

计将复杂的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分工为成熟采收、鲜

烟运输、分类编竿、分类装炕、专业烘烤、下炕初分

称重等 6 道操作工序，12 个工位，19 名工人，工位

按照标准化、流程化交叉作业。

1.1.1 成熟采收

分 A、B 工位，A 工位 8 人，B 工位 4 人，共 12
人。为提高工人对鲜叶成熟标准把握的熟练程度，解

决鲜烟叶采收中长期存在的采生、采晚等难题，设计

A 工位先前负责采摘部位靠下的 2 片成熟烟叶，B 工

位在后根据烟叶成熟情况采摘部位靠上 1~2 片烟叶。

A、B 工位采收的烟叶要求用印有标记的包装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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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包装、分类堆放。统一“4335”采收方式，整株

烟分 5 次采收，即第 1 次采收 4 片，中间 3 次每次采

收 3 片、最后 1 次顶部叶 5 片左右（4 ～ 6 片）一次

性采（砍）收。

1.1.2 鲜烟运输

设置工位 1 人。运输岗位职责：组织采收人员将

烟叶分类装车，安全运输到集群点指定区域，组织采

收人员卸车，分类堆放。

1.1.3 分类编竿

由 12 位从事成熟采收的工人兼任，A 工位 4 人，

B 工位 8 人，A 工位为鲜烟分类，B 工位为鲜烟编竿，

在职业烘师的监督指导下进行作业。A 工位根据成

熟度将烟叶分成过熟、成熟、欠熟 3 类（成熟采收 B
工位采收的烟叶不用分类，直接编竿，装炕时挂放在

烤房的低温层），剔除不适宜烘烤烟叶。B 工位把已

分好类的鲜烟叶进行编竿，并将编好的烟叶分类挂放

在移动挂烟架上等待装炕。

1.1.4 分类装炕

由职业烘师、司炉工、鲜烟运输工人兼任，A 工

位 2 人，B 工位 1 人，共计 3 人。A 工位负责竿烟递

送，B 工位负责分类装炕，按照“密、满、匀”的装

炕要求，根据烤房类型将分类编竿好的烟叶装入相应

层次。装炕结束后，由烟农、职业烘师共同对整炕鲜

烟素质进行评价并签字确认，并挂牌明示烟农姓名。

1.1.5 专业烘烤

A 工位 1 人，B 工位 1 人，共计 2 人。A 工位为

职业烘师，B 工位为司炉工。职业烘师职责为：装炕

完成后，按照品种、部位、鲜烟叶素质等科学设定烘

烤工艺，烘烤过程中根据烟叶变化灵活调整工艺参数

和指导司炉工烧火，并做好烘烤过程烟叶变化和温湿

度痕迹记录。司炉工职责为：服从职业烘师调度管理，

按照烘烤参数合理司炉，及时准确记录司炉操作、燃

煤添加情况，清运炉渣、清理环境卫生等。

1.1.6 下炕初分称重

分 A、B、C 工位，A 工位 2 人，B 工位 1 人，C
工位 1 人，共计 4 人。A 工位职责为下炕解竿，B 工

位职责为初步分级、去青去杂，C 工位职责为打捆称

重、重量记录、烟农签字确认。烟叶下炕前，由烟农、

职业烘师共同对烘烤质量进行评价，若烘烤质量未达

到烟农预期效果，烟农可申请质量仲裁。

1.2 6S 现场管理法

“6S”现场管理法，是现代企业普遍采用的行之

有效的现场管理理念和方法 [7-8]，是针对经营场所和

工作现场开展的一项精益现场管理活动。按照烟叶采

烤操作工序与工位设置，在烘烤工场（集群点）划分

作业区域并进行标识，分别为：鲜烟堆放区、鲜烟分

类区、鲜烟编竿区、待烤存放区、下炕初分区、打捆

称重区等。整个烟叶采烤过程及烘烤工场（集群点）

按照以下要求进行“6S”现场管理。

1.2.1 整理（Seiri）
烟叶烘烤前，对烘烤工场（集群点）现场的设施、

设备、工具等进行分类，明确是否需要，缺少哪些设

备配置，清除采烤作业中不需要的东西，增加作业面

积，确保物流畅通。

1.2.2 整顿（Seiton）
根据采烤流程、工序，将烘烤工场（集群点）合

理划分作业区域，设施设备定量、定位，并进行标识，

使烘烤场所整洁明了，便于流程化作业，提高工作效

率，保持工作秩序区井井有条。

1.2.3 清洁（Seikeetsu）
对烘烤场所随时进行清扫，保持烘烤工场（集群点）

干净、整洁，对设施设备进行保养维护，确保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让整理、整顿和清扫工作成为一种习惯。

1.2.4 素养（Shitsuke）
进入烘烤场所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守烘烤工场（集

群点）管理制度，服从管理人员安排、爱护设施设备

等，养成良好习惯。

1.2.5 安全（Safety）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思想，

坚持先安全后生产，加强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保障人身安全，确保烟叶采烤工作安全进行。

1.2.6 节约（Save）
实施工序化、流程化、专业化作业，合理优化人员

及设施配置，提高作业效率，促进减工降本、节能降耗。

1.3 组织管理

采取“烘师 + 车间 + 班组 + 烤房”的组织管理模

式。以 10 座烤房为一个烘烤车间，由 1 名职业烘师

担任车间主任，负责整个车间的烟叶采烤组织管理和

技术指导把关。每个烘烤车间设立“采运编、装烤下”2
个作业班组。“采运编”作业班组负责成熟采收、鲜

烟运输、分类编竿 3 道工序的 5 个工位，共计 13 人，

上午负责成熟采收和鲜烟运输，下午负责分类编竿，

于下午 4 点半左右完成全天工作；“装烤下”作业班

组负责分类装炕、专业烘烤、下炕初分称重 3 道工序

的7个工位，共计7人，在鲜烟采摘当天完成分类上炕，

烘烤过程中，负责工艺调控、司炉操作，烟叶回潮后

负责下炕初分、打捆称重。整个作业过程在车间主任

的调度下，每天采一炕、装一炕、开烤一炕、下炕一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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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天为一个轮次，不间断滚动作业，提高作业效率。

1.4 队伍组建

组建专业服务队伍。按照“自愿申请、班组管理、

流水作业、满负工作”原则，就近整合烟农、当地闲散

劳动力，经基层烟叶站人员集中培训，由职业烘师统一

管理。职业烘师根据各队员的技能优势，合理分工，科

学组建专业服务队伍，确保各工位的作业质量和效率。

组建职业烘师队伍。按照“择优聘用、烟草培训、

双向选择、就近服务”原则，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实

行职业烘师负责制，负责烘烤工场（集群点）的全面

工作，承担技术指导、协助培训、组织协调等岗位职责。

组建烘烤管理队伍。组建县、站、收购线三级烘

烤管理队伍，县公司配备 1 名烘烤总管，每个烟叶站

设 1 名烘烤主管，每条收购线按 2000 亩左右设置 1
名烘烤技术员。三级烘烤管理队伍，全面负责采烤一

体化的培训、专业化服务质量监管。每次采收前烘烤

技术员实地查看烟叶成熟状况，开具准采证。

1.5 支撑体系

建立管理机制。按照分层管理模式，即实行烘烤

总管—烘烤主管—烘烤技术员的逐级考核管理模式，

上一级管理指导下一级，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县公

司烘烤总管负责烘烤管理队伍采烤技术及模式培训，

负责制订考核管理方案，对各烟叶站烘烤主管进行技

术指导和督促考核；烟叶站烘烤主管负责收购线烘烤

技术员的技术指导和考核管理，负责对专业化服务队

伍的培训工作；烘烤技术员负责专业化服务队伍的采

烤技术指导，督促合作社履行职责，协助搞好管理工作。

建立追溯机制。收购线烘烤技术员与职业烘师负

有同等责任，共同负责采收成熟度、工位操作到位率、

科学烘烤工艺落实，抓好烘烤痕迹记录。县公司烘烤

总管、烟叶站烘烤主管共同针对下炕烟叶质量及烤后

质量问题，通过查看收购线烘烤技术员、职业烘师工

作日志、烘烤记录，查找原因，实现烘烤质量的可追溯。

建立理赔机制。组织成立由烟叶站烘烤主管、收

购线烘烤技术员、烟农合作社监事会成员、烟农代表

组成的质量仲裁小组，制订烘烤质量仲裁制度、理赔

标准。根据烟农提请，县公司烘烤总管组织质量仲裁

小组对烘烤质量分歧进行仲裁。

2 模式探索

2.1 模式流程

从 2008 年开始，安龙县探索开展专业化烘烤组

织服务模式，经过多年总结完善，2012 年创建了“三

分三统”专业化烘烤服务模式 [9]，2015 年在 “三分

三统”专业化烘烤服务模式的基础上 , 引导烟农每 5
～ 6 户形成烟叶采烤互助组，以相互换工的形式完成

烟叶采收，烟叶运至集群点后，交由合作社组建的专

业服务队进行分类编竿上炕、专业烘烤服务，形成

了全托式专业化烘烤服务模式。2017 年，探索实施

“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真正实现烟叶种

烤分离（具体服务流程见图 1）。

图 1 “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流程

Fig.1 “6+6S”integrated service mode flow of picking-curing 
tobacco leaf picking-curing 

2.2 财务管理

2.2.1 资金筹备

各烘烤车间烘烤的用煤、用电、发电用油费用由

合作社向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解决，贷款利息从

合作社管理费中开支。

2.2.2 服务收费

以烤后干烟重量（去青去杂后）作为收费依据（见

表 1），每烘烤出 1 kg 干烟，收取烟农劳务服务费用

4.2 元 / 公斤，鲜烟运输用油、烘烤用电、用煤、发电

用油所产生的成本费用，以烘烤车间为单位核算，按

实际使用量和烟农实际烘烤数量分摊收取。烟草行业

补贴合作社 0.8 元 / 公斤。烘烤服务费先由烟草公司

在烟叶收购期从烟农售烟款中代扣，然后转付给合作

社，既减轻了烟农资金上的压力，也减少了合作社收

取烟农交费的繁琐，降低了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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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采烤一体化费用收支标准

Tab.1 Cost and expenditure standard of picking-curing integration 

服务项目 支付标准 /（元 /kg） 收取烟农费用标准 /（元 /kg） 补贴标准 /（元 /kg）

成熟采收 1.8 1.6

0.8

鲜烟运输 0.2 0.2

分类编竿 1.2 1.1

分类上炕 0.2 0.1

专业烘烤 0.6 0.6

下炕初分称重 0.8 0.6

鲜烟运输用油

根据实际使用量和烟叶烘烤量进行分摊
煤

电

发电用油

（涉及 12 间烤房、15.07 hm2 集中连片种植烤烟）。

3 模式成效

3.1 与其他模式特色比较

与烟农自烤模式比较。烟农自烤模式具有单打

独斗、小户经营的先天劣势。“6+6S”烟叶采烤一

体化服务模式依托烟农合作社，通过 6 道操作工序

的专业化分工，采用车间班组化组织管理，引入现

代企业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6S”现场管理方

法，有效的整合了生产要素，实现了劳动生产力的

提高，推动了烟叶生产向集约化、组织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

与专业化烘烤模式比较。专业化烘烤一直存在成

熟采收难控制、烘烤工艺难优化、烘烤组织化程度低

等难题。“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制

订各工位作业规范、质量标准，将关键技术环节标准

化、规范化，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6+6S”烟叶

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 6 道操作工序的划分、各工

位人员配置的优化、工位作业标准的控制，实现了专

业化技能优势，提高了采烤工作对烟叶生产的贡献率。

“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车间班组化的

组织管理，充分利用了同一班组眼光、技术、步调一

致的优势，有效解决了专业化烘烤中的成熟采收难控

制、同质难同竿、同质难同层、同叶位难同炕同烤的

难题。

2.2.3 费用开支

以烤后干烟重量（去青去杂后）作为劳务费用支

付依据，合作社按 4.8 元 / 公斤标准支付专业化采烤

服务人员劳务费用，合作社从烟草行业补贴中提取

0.2 元 / 公斤作为理赔基金（0.06 元 / 公斤）、职业烘

师技能补贴（0.04元 /公斤）及管理费（0.1元 /公斤）。

2.3 模式实施

为探索“6+6S” 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实施

成效， 2017 年在黔西南州安龙县进行模式实施，供

试烟叶品种为云烟 87，种植面积 984.73 hm2，在 4 个

乡镇（钱相街道、普坪镇、海子镇、新桥镇）、42
个烘烤工场（集群点）进行实施。

为调查“6+6S” 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对用

工量、采烤成本、烟叶质量、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影响。

以专业化烘烤模式、烟农自烤模式为对照，供试烟叶

品种为云烟 87，确保移栽同期、肥力同等、田间栽

培管理一致。同时，在选择烟地时确保烟地距离、交

通条件、种植规模一致。

“6+6S” 烟叶采烤一体化服务模式的调查地点

为：钱相街道的黑土坡集群点、新桥镇的荷花集群点

（涉及 10 间烤房、35.39 hm2 集中连片种植烤烟）；

专业化烘烤模式的调查地点为：钱相街道的炭山集群

点、新桥镇的尾子田集群点（涉及 20 间烤房、25.80 
hm2 集中连片种植烤烟）；烟农自烤模式的调查地点

为：钱相街道的长塘集群点、新桥镇的石院子集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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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其他模式用工量比较

由表 2 可以看出，采烤一体化总用工量较烟农自

烤和专业化烘烤分别减少 5 个 / 炕、2 个 / 炕。在成

熟采收环节，采烤一体化比烟农自烤、专业化烘烤均

减少用工 1 个，主要是因为采烤一体化服务人员经过

专业培训，对成熟度判断技术水平提高，加上 A、B
工位的设置和分工，A 工位不需要判断烟叶成熟度直

接采收部位靠下的 2 片烟叶，仅 B 工位进行成熟度

判断，提高了采收效率。在编竿环节，采烤一体化、

专业化烘烤均比烟农自烤增加用工 2 个，主要是采烤

一体化与专业化烘烤都先对鲜烟分类后编竿，而烟农

自采自烤模式由于劳动力不足、忙于采收、急于上炕

等原因，未进行鲜烟分类直接编竿。在烘烤环节，采

烤一体化、专业化烘烤模式均由 1 名职业烘师和司炉

工负责整个烘烤车间的烟叶烘烤，较烟农自烤节省用

工 4 个。初分环节，采烤一体化模式由于在分类编竿

环节已经进行了鲜烟分类，相当将烤后烟叶初分提前，

加上初分人员技术熟练程度高、流水线作业，较烟农

自烤少 2 个工，较专业化烘烤少 1 个工。

3.3 与其他模式采烤成本比较

由表 3 可知，采烤一体化模式与烟农自烤、专业

化烘烤模式相比，用工成本方面分别降低 1.00 元 / 公
斤、0.40 元 / 公斤；在烘烤耗煤成本方面，采烤一体

化、专业化烘烤模式均由合作社统一大批量采购煤炭，

由于价格上的优惠和司炉技术的提高，分别降低 0.13
元 / 公斤、0.10 元 / 公斤；耗电成本方面，采烤一体化、

专业化烘烤模式均较烟农自烤减少 0.02 元 / 公斤，这

是因为采烤一体化和专业化烘烤模式能够根据烘烤进

程灵活调整循环风机风速，减少变黄期和定色期高速

运转时间，而烟农自烤基本只用高风速；总成本上，

采烤一体化模式较烟农自烤、专业化烘烤模式分别减

少 1.14 元 / 公斤、0.43 元 / 公斤。

表 2 不同采烤模式用工量对比

Tab.2  Amount of labor consumed of different picking-curing modes

采烤模式 采收 / 个 运输 / 个 编竿 / 个 上炕 / 个 烘烤 / 个 初分 / 个 总计 / 个

烟农自烤 10 1 4 1 7 6 29

专业化烘烤 10 1 6 1 3 5 26

采烤一体化 9 1 6 1 3 4 24

注：1. 以 1 炕烘烤 400 kg 干烟统计；2. 人工工资按 80 元 / 个统计。

表 3 不同采烤模式成本对比

Tab.3  The costs of different picking-curing modes

采烤模式
用工成本

/（元 /kg）
耗煤成本

/（元 /kg）
耗电成本

/（元 /kg）
鲜烟运输用油

/（元 /kg）
总成本

/（元 /kg）

烟农自烤 5.80 1.78 0.36 0.13 8.06 

专业化烘烤 5.20 1.68 0.34 0.13 7.35

采烤一体化 4.80 1.65 0.34 0.13 6.92 

注：1. 用工 80 元 / 个、煤炭 0.96 元 / 公斤、电费 0.45 元 / 度。

3.4 与其他模式烟叶质量比较

由表 4 可以看出，“6+6S”烟叶采烤一体化服

务模式与烟农自烤、专业化烘烤模式相比：烤后烟

叶上等烟率分别提高了 3.57%、1.52%，上中等烟率

分别提高了 2.92%、1.17%，采烤损失率分别降低了

3.02%、1.53%，均价分别提高了 0.64 元 / 公斤、0.28
元 / 公斤。这主要是采烤一体化成熟采收把握较好、

鲜烟分类编装到位、烘烤工艺执行到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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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采烤模式经济性状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economical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picking-curing modes

采烤模式 上等烟率 /% 上中等烟率 /% 采烤损失 /% 均价 /（元 /kg）

烟农自烤 40.29 88.33 11.25 22.47

专业化烘烤 42.34 90.08 9.76 22.83

采烤一体化 43.86 91.25 8.23 23.11

育“以烟为主”的职业烟农，通过引导和促进土地连

片、流转集中，提高烤烟的集约化、适度规模化，创

造采烤一体化服务的市场需求。

二是持续改善采烤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烟

叶采烤一体化节点较多，用工复杂，操作繁琐，比

较容易出现费时费工现象，需要进一步优化岗位设

置、操作流程、作业标准，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特

别是在鲜烟编竿、专业烘烤、下炕解竿环节用工量

仍偏高，可以推广使用梳式烟夹或机械化编烟设备，

以提高编竿、下炕解竿的工作效率 [11]；推广新能源

烤房，降低专业化烘烤司炉用工量，促进烟叶烘烤减

工降本 [12]。

三是重视烘烤信息技术，实现联网智能控制。

加大烟叶烘烤互联网管理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实现

业务数据的即时采集、传输、监控，为烘烤工艺调

整、烤后烟叶质量评价、仲裁理赔、补贴兑现等提

供准确依据，实现烟叶采烤一体化工作的精准化、智

能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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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6+6S” integrated tobacco leaf harvesting-curing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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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f harvesting-cu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obacco production process. Depending on tobacco growers cooperatives, Anlong 

county takes the“6+6S” integrated service mode of tobacco leaf harvesting-curing. The “6” means 6 operating procedures, such 

as mature picking, tobacco transportation, classifying and weaving, classifying and loading, specialized tobacco curing, unloading and 

preliminary grading. The “6S” means 6S site management, including  Seiri, Seiton, Seikeetsu, Shitsuke, Safety, Save. The “6+6S” 

integrated service mode enjoys procedural process operation, workshop-base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ed harvesting-

curing operation. It is beneficial for enhancing the organizational degree of tobacco prod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obacco leaves, and 

realizing accurate control of production process, which may be promot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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