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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明政办〔2021〕18 号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烟叶产业是我县农业特色支柱产业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开展烟叶生产资源保护工作，

是实现烟叶产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保障。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永久稻烟田建设工作

的通知》（明政办〔2021〕14 号）精神，现就做好我县烟田、

烤房等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全县规划建立永久稻烟田面积 4.14 万亩，其中：城关乡



- 2 -

2817.5 亩、瀚仙镇 3341.3 亩、沙溪乡 3890.9 亩、夏阳乡 4526.1

亩、胡坊镇 3762.7 亩、盖洋镇 15851.2 亩、夏坊乡 4632.7 亩、

枫溪乡 2592.7 亩。划定的永久稻烟田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率达

100%，与水稻生产功能区重叠率达 95%以上。全县实施重点烤房

保护 1650 座，其中：城关乡 93 座、瀚仙镇 163 座、沙溪乡 129

座、夏阳乡 159 座、胡坊镇 127 座、盖洋镇 606 座、夏坊乡 247

座、枫溪乡 126 座。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依法保护。永久稻烟田规划在基本农田和水稻生

产功能区范围内，同样受永久基本农田、水稻生产功能区政策法

规和规章制度的保护。

（二）坚持联合监管。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统筹永久稻烟田

保护工作，县烟草、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协调配合、共同

监管。

（三）坚持资源聚集。烟叶生产计划、设施、人才、技术等

要素优先向永久稻烟田聚集，进一步提升永久稻烟田烟叶生产集

约化、现代化水平。

（四）坚持绿色发展。实行永久稻烟田用养结合，大力推广

烟叶绿色防控技术，严格规范农药、化肥、地膜等农资使用，降

低烟叶农药残留。

三、重点措施

（一）统筹规划核心资源。由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牵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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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在已规划的基本农田范围内，

优先选择水稻功能区建立永久稻烟田并配套烤房设施（具体见附

件）。所划定的永久稻烟田规划不得随意调整，若因特殊原因需

要调整的，必须向县烟叶产业领导小组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

方可予以调整。

（二）严格禁止破坏行为。在划定实施保护的永久稻烟田内，

应切实做到“四个严禁”：一是严禁擅自改变用途，导致永久稻

烟田出现非粮化、非烟化；二是严禁在永久稻烟田内栽培茄子、

马铃薯、黄瓜等影响烟叶生产的作物；三是严禁在永久稻烟田内

施用毒性高、残留大的农药化肥，导致耕作层遭受损伤；四是严

禁挪用、拆除或破坏永久稻烟田内受保护的密集烤房设施。

（三）加强土壤保育工作。将永久稻烟田作为耕地质量保护

与提升的重点实施对象，实行永久稻烟田的用养结合。持续改良

土壤、培肥地力，实施稻田秸秆还田，大力推广有机肥。推动农

业绿色发展，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规范农药、化肥、农膜等农

资的使用，开展地膜回收。大力推广烟蚜茧蜂、生物诱杀等烟叶

生产绿色防控技术，逐步实现地膜、不适用烟叶、烟秆等无害化

处理和综合利用，防止土壤环境污染，保障稻烟产品质量安全。

加大永久稻烟田环境保护扶持政策支持。

（四）推动要素资源聚集。把永久稻烟田列为农业固定资产

投资安排的重点领域，在不改变项目资金渠道的前提下，将烟田

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农田土地整理、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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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向永久稻烟田与水稻功能区的重叠区域倾斜。加大农机推

广，将主要的烟草生产机械纳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范围，提供便

捷办理途径，并对永久稻烟田内符合购置补贴申请条件的烟农给

予优先办理。进一步完善烟草与气象部门的联合防灾减灾体系建

设，高效开展冰雹、洪涝等灾害联防联消。提升灾害保险水平，

减少农作物的灾害损失，提高生产过程的人员安全保障

（五）切实加强烤房管护。对于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内的密集

烤房，在制度、资金、人员等方面保证烤房的日常检修和维护。

每年从县烟叶产业发展基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项用于

补贴密集烤房技术改造、设备维修、场所修缮等工作。加强密集

烤房合理调剂和使用，针对密集烤房产权人不再种烟的，及时进

行使用权转让或租赁，提高烤房资源利用率。

（六）大力发展烟稻轮作。以烟稻双优基地建设为目标，积

极推行烟稻水旱轮作模式，推动稻烟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县烟草、

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快完善烟稻生产协调发展技术体系，引进推

广与烟叶种植相匹配的优质水稻品种、制种品系，合理安排烟叶

与水稻茬口衔接，实现烟稻协同发展、共同受益。要积极培育一

批以烟为主、以稻为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提高水稻和烟

叶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烟后稻的适度规模经营，提

高产出效益。

（七）健全考核管理机制。由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组织烟草、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每年对各乡（镇）烟叶生产核心资



- 5 -

源保护工作开展集中检查。检查结果与烟叶种植收购计划安排、

烟叶税返还比例调整相挂钩。建立永久稻烟田保护考核激励机

制，每年从烟叶税中提留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各乡（镇）、行政

村落实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工作进行考核，具体办法在年度烟

叶生产工作意见中明确。

四、工作职责

（一）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

护各项工作，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保护管理办法

以及年度扶持政策、检查方案和考核办法；审批各类涉及永久稻

烟田保护的申请事项；监督检查工作和考核管理落实情况。

（二）县烟草专卖局。负责优化烟叶产业布局，在永久烟田

内科学规划烟叶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统筹烟叶生产资源配

置，把烟叶计划、烟基项目、扶持政策等资源优先向永久稻烟田

聚集；持续完善绿色生态烟叶生产技术体系，推动烟叶产业实现

绿色发展；参与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工作的检查和考核。

（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将永久烟稻田与水稻功能区结合

起来，全力支持和配合永久稻烟田的规划、监管和保护工作；推

广普及“烟叶+水稻”种植模式，积极做好烟后稻的品种引导和

技术服务；联合烟草部门开展新型烟农的技能培训，配合烟草部

门加大烟用机械推广力度。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在保证

数据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接口，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四）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开放永久稻烟田规划和建设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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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接口，配合烟草部门完善永久稻烟田信息档案；开展永

久稻烟田保护区土壤检测分析，提出有利于烟叶产业绿色发展的

意见建议；加强永久稻烟田违法行为的动态巡查和执法，坚决做

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五）种烟乡（镇）政府。负责建立本乡（镇）烟叶生产核

心资源保护机制，推动烟田、烤房等资源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组织引导种烟村发布告示，公告保护内容和保护事项，以村规民

约等方式落实保护工作；切实保护好烟叶生产核心资源，确保本

乡镇永久稻烟田面积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密集烤房数量不

减少、设施不闲置。

五、组织保障

（一）完善工作机制。由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烟叶

生产核心资源保护工作，并逐级建立工作负责机制，层层落实责

任，形成责任明确、领导有力、运转有序、保障到位的运行机制，

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加强宣传引导。县直有关单位和种烟乡（镇）要充分

认识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的重要意义，认真开展学习和宣传动

员，营造有利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烟叶

生产核心资源保护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落到实处，推动保护工作顺

利开展。

（三）强化部门协作。县烟草、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

要切实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编制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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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展永久稻烟田动态监测和监督检查，共享信息资源，共同实

施保护，促进烟叶生产核心资源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附件：明溪县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数量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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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明溪县烟叶生产核心资源保护数量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重点保护烟田

面积（亩）

重点保护烤房

数量（座）

1 瀚仙 岩里 788.12 26

2 瀚仙 连厝 145.63 10

3 瀚仙 瀚溪 512.9 34

4 瀚仙 石珩 86.63 0

5 瀚仙 龙湖 181.37 18

6 瀚仙 小眉溪 288.69 20

7 瀚仙 大焦 487.22 26

8 瀚仙 洋龙 775.91 26

9 瀚仙 坪地 74.77 3

10 城关 坪埠 1091.15 29

11 城关 大富 40.22 2

12 城关 上坊 125.73 3

13 城关 余坊 271.03 18

14 城关 下汴 190.8 0

15 城关 狮窠 336.48 12

16 城关 大坪 40.45 2

17 城关 王桥 399.6 19

18 城关 罗翠 322 8

19 胡坊 朱南 165.32 5

20 胡坊 柏亨 578.99 14

21 胡坊 瓦口 617.9 22

22 胡坊 冯厝 676.44 21

23 胡坊 奋发 420.48 11

24 胡坊 眉溪 212.32 5

25 胡坊 胡坊 344.95 30

26 胡坊 福西 376.03 16

27 胡坊 洋地 172.58 3

28 胡坊 肖家山 197.66 0

29 沙溪 梓口坊 1607.54 40

30 沙溪 瑶奢 1049.72 27

31 沙溪 沙溪 370.96 28

32 沙溪 碧州 338.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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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沙溪 六合 524.01 19

34 盖洋 盖洋村 927.44 33

35 盖洋 雷西村 470.65 6

36 盖洋 大洋村 101.07 13

37 盖洋 白叶村 625.69 21

38 盖洋 衢地村 316.2 13

39 盖洋 杨地村 1062.38 15

40 盖洋 白岚村 989.32 47

41 盖洋 湾内村 2659.01 135

42 盖洋 温庄村 1989.5 80

43 盖洋 姜坊村 1242.76 45

44 盖洋 湖上村 2341.66 78

45 盖洋 村头村 1148.95 60

46 盖洋 葫芦形村 667.02 24

47 盖洋 常坪村 520.6 22

48 盖洋 画桥村 540.2 10

49 盖洋 林地村 215.87 3

50 盖洋 桂林村 32.86 1

51 夏坊 夏坊 1226.9 58

52 夏坊 高洋 448.96 26

53 夏坊 新建 323.27 10

54 夏坊 黄地 176.8 12

55 夏坊 鳌坑 541.84 27

56 夏坊 李沂 232.94 25

57 夏坊 龙坑 883.98 49

58 夏坊 中溪 797.96 40

59 枫溪 枫溪 207.82 11

60 枫溪 小珩 818.77 42

61 枫溪 官坊 490.82 24

62 枫溪 大雅 225.36 20

63 枫溪 邓家 455.04 17

64 枫溪 熊地 173.88 4

65 枫溪 华山 221.04 8

66 夏阳 夏阳 885.14 34

67 夏阳 下坂 363.98 9

68 夏阳 紫云 561.11 24

69 夏阳 陈坊 350.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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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夏阳 后洋 385.7 17

71 夏阳 新坊 322.88 17

72 夏阳 岭头 178.21 7

73 夏阳 杏村 734.61 29

74 夏阳 御帘 207.44 3

75 夏阳 长兴 167.37 0

76 夏阳 俞云坂 224.99 10

77 夏阳 良村 144.36 6

合计 41415.1 1650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