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临沧市自 2014 年开始推行“专业化分级、专业化运输、代

表交售”的“两专一代”烤烟交售模式以来，各烟站（点）的烤

烟收购秩序平稳、进度加快、质量提高同时烟农交售成本也降低，

达到“减工降本、提质增效”的目标，“两专一代”的交售模式

取得显著成效。为将“两专一代”烤烟交售模式进一步科学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2023 年 7 月 11 日，云南省烟草公司临沧市公

司根据《云南省烟草公司临沧市公司关于 2023 年烤烟分级交售

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申报的通知》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地

方标准编制申请，并获得予以立项的批复，由临沧市烟草公司牵

头进行标准的起草和编制说明的撰写、修改。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云南省烟草公司临沧市公司、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

综合检测中心共同起草。

（三）主要起草人

主要起草人情况及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起草人员情况及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文涛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工作调研及标准、编制说

明撰写

龚玖零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工作调研及标准、编制说

明撰写

冯涛 男 助理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工作调研及标准、编制说

明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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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焰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标准编制组织协调

杨光云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标准编制组织协调

熊天娥 女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标准编制组织协调

孔广才 男 会计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标准编制组织协调

贾燕超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标准编制组织协调

何元胜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标准编制组织协调

张晓远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杨亚双 女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赵健雄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阿相军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付丽美 女 助理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赵俊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赵刚 男 助理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李金宝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王继明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王树忠 男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段宏 女 农艺师 临沧市烟草公司 组织实施及意见征集

董斌 男 工程师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标准、标准编制说明修改

张仙 女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标准、标准编制说明修改

费贤彬 男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标准、标准编制说明修改

字国林 男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标准、标准编制说明修改

俸文琪 女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标准、标准编制说明修改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意义

临沧市种植烤烟历史悠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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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烟叶“清甜香”风格突出，一直以来受到各工业的喜爱。

烟农种植出来的烟叶，因自然条件、烟农生产水平、烟叶生

长部位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质量有优有劣，千差万别。初烤

完后的烟叶，基本可以确定其价值，但在后续工作开展中如何保

证烟叶质量、实现烟叶价值、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与我们平

时对初烤后烟叶的存储保管、分级、运输及交售等环节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妥当的储存保管可以使得烟叶含水量适中，不易破

碎，保持烟叶原有的等级质量；专业的分级可以更好实现烟叶价

值，让烟农获得更高收益；专业的运输方式和代表交售可以让烟

农节约时间成本、用工成本及一些基本的日常开销。

当前，临沧市 8 县区均有种植烤烟，共有收购站（点）36

个，涉及种烟农户 2 万余户，2023 年计划收购 75 万担，需在短

时间内完成烟叶收购工作，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临沧市

在未推行“两专一代”收购模式时，所有烟农都需要亲自到烟站

进行交售工作，交售时间较长，同时人员众多，安全隐患随之增

加，也较容易产生社会治安问题，给烟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当地政府也需安排相关人员到烟站进行收购秩序维护。“两专一

代”收购模式的实施，临沧市烤烟收购模式从“粗放化”逐步转

向“精细化”，烟农无需亲自到烟站交售，烟站收购时间也缩短，

收购秩序得到改善，管理压力减轻，收购质量和工作满意度也有

了明显提高。除此之外，烟农不到烟站进行交售，也一定程度上

避免出现收购“人情烟、关系烟”的情况，为营造廉洁收购氛围，

助力建设“廉洁临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进一步促进“两专一代”管理模式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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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化，使之成为指导临沧市烤烟交售的规范性纲领文件，临沧市

烟草公司提出《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编写要求。

该地方标准的制定，有重大的意义。一是该管理规范的实施，

能够切实提升精准服务烟农的水平和能力，使烟农交售成本减少，

收入增加，种烟积极性提高，对构建稳烟区、稳烟农、稳产业的

长效机制起到关键作用，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发挥积极作用；二是进一步提升临沧市各烟站（点）收购质量，

增强优质烟叶原料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工业满意度，在推动临沧

市烤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缩短临沧市烤烟收购时间；三是

该管理规范的制定不仅是对临沧市烤烟分级收购工作进行规范、

统一，也为今后临沧市烤烟分级收购工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

科学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四是经过在标准信息网上进行查重，未

发现存在类似于该管理规范的地方标准，该管理规范的撰写和发

布，将会填补烤烟分级交售流程规范相关标准的空白，也可适用

于全省其他州市的烟站，有较好的前景。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7 月 12 日，临沧市烟草公司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提出《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编制申请，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予以立项批复。随后成立标准编制小组，主要

起草人有：文涛、龚玖零、冯涛、段焰、杨光云、熊天娥、孔广

才、贾燕超、何元胜、张晓远、杨亚双、赵健雄、阿相军、付丽

美、赵俊、赵刚、李金宝、王继明、王树忠、段宏、董斌、张仙、

费贤彬、字国林、俸文琪。并由云南省烟草公司临沧市公司、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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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负责标准的起草和编制说明的

撰写与修改。

（二）试验工作及编制过程

2023 年 7 月，标准编制人员根据各自任务分工情况，开展

了数据收集、现状调查、分析对比等工作。编制小组对其他省份、

地区相关标准及资料进行了查阅，结合临沧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

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的初步框架，确定了标准的主

要内容，并不断进行总结、修改、完善，于 2023 年 7 月底完成

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随后发函向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和云南省烟草公司普洱市

公司、云南省烟草公司曲靖市公司、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

等多家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同时在相关网站挂载征求意见稿向

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三）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3 年 9 月 3 日，标准编制组根据各单位和个人反馈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再次修改，形成《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送审稿，并提交技术审查。

（四）技术审查会议及形成标准报批稿

2023 年 9 月 5 日，由临沧市烟草公司提出申请，并邀请 5

位专家，对《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地方标准进行技术

审查。专家组对标准正文和编制说明内容合法性、协调性、规范

性，重大意见分歧处理情况，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强制性条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认为《临

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地方标准送审材料齐全，符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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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

能与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机衔接，一致通过技术审查，

并提出 2 条修改意见:

1.修改标准编制说明任务来源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

意义两部分；

2.标准第 5 章人员要求职能职责重新进行修改完善。

针对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标准编制组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

明中所提及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讨论修改，使引用标准和内容形成

关联，且让内容更加丰富和直观，通过反复讨论、认真修改、充

实完善后，编制组把标准文本及相关材料提交给每位技术审查专

家再次修改和确认，最终形成了报批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作为烤烟分级交售的依据，以促进临沧市烟农减工降

本、提质增效为目标。在制定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针对临沧市各地多年开展“两专一

代”的显著成效，收集县（区）开展“两专一代”前后烟农成本

投入、临沧市收购时间、烟农户均收入、调拨结束时间等数据，

进行分析研究，确保标准的科学性。

2、协调性原则。标准条款内容的研制与我国现行的法规、

管理规定及相关标准相协调。

3、适用性原则。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推广应用区域的实际

情况，保证标准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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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一性原则。标准注重以前所发布的现行国家、行业、

地方标准引用和参照近年立项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与现行标

准，做到与之完全统一、协调。

5、规范性原则。标准的起草完全遵循 GB/T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以 GB/T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为编写依据。标准中的数据、流程管理均来自于临沧市在历

年来实际生产工作中的总结，结合标准应用区域，既考虑标准前

瞻性又顾及烤烟保管、输运和分级等工作实际，注重标准的可操

作性，在结合实际操作情况及往年所总结的经验的同时，充分听

取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监督、指导生产的依据，在指导

生产上切实可行。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是对临沧市烤烟从下杆环节到交售环节的规

范描述，也是针对临沧地区分级交售工作的管理标准。该管理标

准的制定主要是为了明确从下杆环节开始，直到烤烟交售，流程

如何开展，相关操作的技术要求，让人能够根据该流程顺利、轻

松完成烤烟分级交售工作。此流程已在临沧市推广实施多年，所

取得的效果显著。经过编制小组进行资料查阅，确定本次所制定

的标准未有同类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也未与相关现行标准发生

冲突，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能与现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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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机衔接。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

述

（一）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设施设备要求、人员要求、管理要求、监督、资料档案及保管等

8 个章节。

第 1 章 范围，规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了 1 个文件。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对 3 个术语作了说明。

第 4 章 设施设备要求，明确整个烤烟分级交售流程中所使

用的相关设施设备的要求。

第 5 章 人员要求，明确整个烤烟分级交售流程中涉及人员

的总体要求和各岗位人员具体要求。

第 6 章 管理流程及要求，明确整个管理的基本流程和具体

要求。

第 7 章 监督，明确监督时间及监督机构。

第 8 章 资料档案和保管，明确需要归档、保管的资料，以

及保存时间。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主要技术指标：

1.初烤烟叶下杆回潮，含水量要求≤15%；在国家烟叶分级标

准中，初烤烟叶的含水量≤15%，此时烟叶特征表现为稍有干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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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叶片稍有响声，叶脉稍硬脆尚容易折断，叶片稍硬，不容易

破碎，便于下杆、分级和保存。

2.初烤烟叶捆扎规格：每捆 2kg~3kg，扎捆所使用的棉质绳

带规格（800mm~1000mm）*2cm；此数据是经过长期生产工作中所

得出的经验，每捆 2kg~3kg 便于装袋或堆装，所使用的绳带为棉

质，便于扎捆烟叶，防治烟叶滑落，所使用的绳带长度也是经过

长期工作所得出的经验，长度越长会导致烟农扎捆时不方便直接

分成两段或扎捆过大的问题。

3.烟叶保管堆高不超过 1.2m，烟堆离墙 50cm；此项数据为

经过长期生产工作经验得出的结论，堆高过高，不便于后续翻堆

整理和保管，且底层烟叶会出现粘连的情况，影响烟叶品质。离

墙 50cm 是为了杜绝烟叶直接与墙面接触，以保证防潮。

4.在预检片内平铺烟叶高度不超过 15cm；此项数据为经过

长期生产工作经验得出的结论，预检片内烟叶平铺高度过高，容

易导致预检片打包、捆绑困难，内部烟叶挤压严重，影响烟叶品

质，且在搬运和运输中难度较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编制过程尚无重大意见分歧。标准征求意见情况统计

如下：

共征求 11 家单位意见，所征求单位覆盖云南省标准研究院、

云南省部分州市烟草公司以及临沧市县区合作社等，共征求到意

见 22 条，其中采纳 12 条，未采纳 10 条，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标准化法》相关条款规定，设区（市）地方标准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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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性标准，故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一是持续加强宣传，通过印发宣传材料、微信

群等作为媒介对标准进行宣传，也可动员烤烟产业相关人员进行

入户宣传工作，确保标准深入临沧市烟农心中；二是持续组织实

施该项标准，切实让该标准在烤烟生产工作中发挥作用。

九、预期效益分析

1.生态效益：该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是针对临沧市烤烟分级交

售环节，让烟农不必每户都要到烟站进行交售工作，到站交售的

人数、车辆减少，导致废气污染减少，从而产生较好的生态效益。

2.社会效益：该标准的制定和颁布，从根本上改变临沧市没

有关于烤烟分级交售规范的局面，是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规范工

作的重大突破，对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效益明显。

3.经济效益：在临沧市烤烟种植各县区进行调查分析，在实

施“两专一代”前后，从烟农单次到烟站进行交售的成本进行对

比；未实施“两专一代”前，烟农需亲自到站进行交售，所需时

间平均在 6-8 小时左右（路程较远的村组所需时间更长），除此

所需时间外，烟农亲自到站进行交售，自身工时费、运输费、来

往开支等费用在 180 元左右，按整个收购季 6 轮次来算，烟农到

站交售的经济成本近千元；在实施“两专一代”后，烟农无需亲

自到站交售，只需要将烟叶运输至专业化分级点即可，所需时间

成本大概为 2 小时左右，不产生过多的运输费用、生活开销及自

身工时费等费用。对促进烟农减工降本，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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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效益明显。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临沧市烤烟分级交售管理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