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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意见

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烟叶产业作为我市渝东南、渝东北烟叶主产区县（自治县）的骨干产业，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烟农增收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烟叶产业紧扣“一基四化”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总要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推动产烟区县（自治县）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烟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烟叶产业发展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为进一步提升现

代烟草农业建设水平，推动渝东北和渝东南片区持续健康发展，经市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适应形势变化，推进现代烟草农业转型发展

    近年来，国内烟叶生产形势显著变化，市场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加快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是全市烟

叶产业努力适应市场需求、拓宽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一是适应烟叶“控规模”形势的需要。有关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有关

部门、有关单位要切实转变发展思路，以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为统领，坚持烟叶总量控制不动摇，着力提升烟叶质量，主动适应市

场需求。二是适应市场转变形势的需要。目前，全国烟叶市场对烟叶质量和特色的要求更加严格，供求形势逆转成为现实问题。

全市烟叶生产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提升品质、满足需求上来。三是适应烟叶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的需

要。随着烟草工业大市场、大企业、大品牌战略的深入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要求和内涵也在不断深化。迫切需要建立一体

化信息管理平台，强化全过程管控，实施流程化管理、标准化作业，集成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实现烟叶

生产方式集约型转变和定制化供应，为烟叶市场提供优质原料。四是适应烟农持续增收致富的需要。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逐步

上升、极端天气日益频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村人口大量转移、烟叶产量明显过剩，当前烟叶生产模式的利润空间和效益水

平不容乐观。因此，加快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真正促进烟叶生产减工降本

增效，已成为推动烟农持续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二、构建管护机制，努力提升基础设施利用率

    通过构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切实解决已建项目管护工作中存在的主体不明、责任不清、资金不到位等问题，提升

设施利用率。一是明确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的管护责任。市交通、农业、水利、移民等部门要完善农业和农业基础设施维修的保障

政策，把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后续管护统筹纳入大农业基础设施维护体系；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要协调交通、水利等职能

部门负责烟区道路、水源工程和烟水配套工程等项目管护；市烟草部门负责烤房、育苗大棚有关设备的维修管理更新。二是严格

落实管护资金。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每年要安排不少于当年烟叶税收入10%的资金用于建立烟叶生产基础设施专项管护资

金，确保专款专用。将管护资金落实情况与烟叶生产种植计划安排挂钩，市烟草部门预留20%的烟叶生产种植计划作为考核指标，

对管护资金落实不到位的区县（自治县）扣减来年烟叶生产种植计划。

    三、完善硬件配套，提高烟草生产现代化水平

    大力推进以烟叶基地单元为载体的设施配套工作，提高烟草生产现代化水平。一是加大烟草农业机械应用和推广。对列入农

机补贴目录的烟草农业机械，进行农机购机补贴。以烟草部门补助为主体，完成20个烟叶基地单元的田间机械化配置工作，提升

烟叶生产各环节的机械化覆盖率。二是加大烤房装烟方式改造力度。市烟草部门要在3年内完成1.8万座卧式密集烤房的装烟方式

改造工作，实现烤能提升25%以上，减工40%以上。三是加快推进新能源烤房改造工程。市烟草部门要在骨干烟区成熟试点的基础

上，逐步在全市烟区推广。

    四、推动规模种植，提高烟农职业化程度

    职业烟农培育事关烟叶产业可持续发展。要通过规范土地流转、推进专业化服务、加强烟农培训等手段，着力提升规模化种

植水平，打造职业烟农队伍。一是着力规范烟田土地流转。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要遵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土地流转中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烟农合作社为流转平台，规范土地确权、流转价

格、流转年限、纠纷协调，推动烟田向种烟大户和种烟能手集中。以烟农合作社为依托，探索烟农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全面推

进服务专业化。通过扶持综合服务型烟农专业合作社，实现育苗、机耕、植保、烘烤、分级和移栽、施肥、采收、运输“5+4”服

务，构建“种植在户、服务在社”新型烟叶经营体系。三是大力培育职业烟农队伍。市烟草局要出台发展职业烟农的扶持政策，

明确职业烟农认证标准；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要协助烟草部门共建烟农职业学校，加大职业烟农培训力度，着力培育有

规模、懂经营、善管理、讲诚信的职业烟农队伍。

    五、加强科技兴烟，提高烟叶生产技术水平

    要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切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贡献率。一是加强各部门合作，着

力推动科技兴烟。以烟草部门为主体，联合农业、科技等部门以及科研院所，共同开展土壤酸化治理、肥料优化、烘烤技术革

新、新能源烤房利用、山地烟区适用机械研发、品种培育及优化等项目技术研究。二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农业。



大力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发展“烟草种植—畜牧养殖—有机肥沤制—烟草种植”循环农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统

一。三是依托烟草设施大力发展辅助产业。由烟草部门联合农业部门、农科院等，依托烟草育苗大棚、密集烤房等设施，大力发

展高山蔬菜种植和设施农业，提高烟地复种指数，增加烟农收入。 

    六、完善减灾体系，切实维护广大烟农利益

    要有效减少各种自然灾害、极端气候条件所带来的损害，切实维护烟农利益。一是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市烟草部门要继续加

大资金投入，配套完善防雹点、病虫害预测预报点等终端，实现基地单元防灾减灾体系全覆盖。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重点完善灾害

预测预报体系建设。各产烟区县（自治县）有防洪设施建设计划的要统筹考虑烟区，没有建设计划的可酌情申报并优先安排烟

区。二是完善救灾补助机制。市烟草部门每年要配套资金，专项用于受灾烟农灾害救助。市烟草部门要会同有关保险公司探索开

展烟叶种植保险试点，在完善烟叶定损、赔偿机制、纠纷协调机制基础上，对烟农投保给予一定补助。三是开展烟农受灾专项救

助。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要对因气候原因受灾较为严重的烟农进行专项救助，帮助烟农渡过难关。

    七、强化部门联动，加大烟草农业发展扶持力度

    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联动，在用地、用电、信贷、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一是保障烟草建设用地。国土部门要落实已规划建设的烟草站点用地指标。二是加大烟农合作社建设政策扶持。支持烟叶专业合

作社建设，提供合作社税收优惠。市级财税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烟农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范围，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对烟农

合作社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符合条件的农机推广项目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烟草部门对烟农专业合作社各项专业服务进行直接补贴，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可在税前收入中列支。对烟农

合作社在贫困村发展现代烟草农业并带动一定数量贫困户参与的，由扶贫部门给予信贷贴息支持。三是完善配套电力设施建设。

电力部门要积极保障烟区配套电力设施增容改造工作，并在生产季节强化组织管理，确保设施设备用电正常。四是确保技术支持

到位。水利、国土、交通、农业、科技、烟草等部门要通力配合，在烟路、烟水、烤房等烟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提供技术支持

和质量监督，确保项目建设运行顺畅、质量达标。五是支持开展人才培训。烟草、农业、教育部门要加强合作，共建烟农职业学

校、村级技术培训等平台，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实现烟农合作社人员和职业烟农培训的专业化、常态化。

    八、加强组织保障，确保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各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烟叶工作，切实加大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推进力度。

一是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参加的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推

进现代烟草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各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为现

代烟草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各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要严格执行配套生产投

入和建立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管护基金的相关要求，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市政府将予以通报，并责成限期整改。

    附件：支持现代烟草农业发展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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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支持现代烟草农业发展任务分解表

序

号
工      作      任      务

责任

单位

1

提供合作社税收优惠，市级财税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烟农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范围，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对烟农合作

社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符合条件的农机推广项目的所

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烟草部门对烟农专业合作社各项专业服务进行直接补贴，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可在税前收入中列

支。

市财

政局

2 支持太阳能烤房改造、肥料优化、适用机械开发及循环农业等技术研究与示范，并给予资金支持。
市科

委

3 联合市烟草部门开展烟草惠民工程烟区援建道路项目建设。
市交

委



4 联合市烟草部门，依托基本烟田和烟草公司补贴建成的育苗大棚、密集烤房等设施，大力发展高山蔬菜种植和设施农业，

提高烟草复种指数，促进烟农增收。 

市农

委

5
支持烟草站点建设，保证建设用地，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加快用地审批流程，当前要重点落实已规划建设的烟草站点用地

指标。

市国

土房

管局

6

①联合市烟草部门开展烟草惠民工程烟草援建水源工程项目建设。 

                                                                                                         ②

负责烟区烟水配套工程项目的维护保养。

市水

利局

7

①对烟农合作社在贫困村发展现代烟草农业并带动一定数量贫困户参与的，给予信贷贴息支持。

②通过“雨露计划”配合烟草部门开展烟农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烘烤技术能手、专业化分级散叶收购人员技术培

训，提高合作社经营管理能力。

市扶

贫办

8
推进烟区配套电力设施增容改造工作，保障新型烤烟设备升级改造用电，并在生产季节强化组织管理，确保设施设备用电

正常。

市电

力公

司

9
烟叶产地区县（自治县）政府每年要安排不少于当年烟叶税收入10%的资金用于建立烟叶基础设施专项管护资金，并确保专

款专用。

有关

区县

（自

治

县）

政府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