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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春市袁州区油茶产业

发展的经验及其启示

韦克东 苏学进 黄锦前

油茶是我县的传统产业，目前全县有 30万亩，其面积与八角、

核桃接近，虽然油茶生产经济效益相对八角、核桃明显，但从总体看

还是低效，还没有发挥出丰富的资源优势。为提高我县油茶生产经济

效益，学习外地经验，做大做强油茶产业，促进乡村振兴，最近，我

们经请示县科协同意，

由协会常务副会长苏

学进组织有关理事到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进行一次专题学习考

察。主要了解油茶生

产管理、综合开发利

用的经验，袁州区科

协主席、区老科协正、

副会长和一名副会长

兼秘书长、区林业局

一名副局长等领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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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接待，向我们介绍经验，并带领我们到实地参观。

袁州区位于江西省西部，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8.1℃，无霜期 272天，总面积 2532.36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105.045

万人。袁州区油茶种植历史悠久，已有 2300 多年。目前全区有油茶

林面积 80.5 万亩，占林地面积 40%，年产茶油 6000 吨，实现产业年

产值达 15亿元，油茶种植面积和产值居江西省第一、全国前列。走

进袁州，我们感受到油茶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的崛起，不能不为袁州油

茶产业发展的经验所折服，当我们听到袁州区林业局(油茶局）副局

长、袁州区油茶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全国油茶资深专家李铁明详

细介绍袁州油茶产业发展历程，看到了产业园区上千亩油茶花盛开和

各种茶油品牌的展示，我们感觉到，袁州人有强烈的创业愿望和坚忍

不拔的吃苦精神，他们创新发展观念和工作思路，促进了产业上规模、

上档次，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具有特色的新路子。这对我们作

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从中可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一、袁州区油茶产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把油茶产业作为强区富民来抓。油茶是袁州的传统产业，茶

油是当地群众的主要食用油，群众有成熟的油茶生产经验，建国以来，

全区油茶种植面积一直是全省的前列，1958 年 12 月，袁州油茶生产

曾获得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嘉奖。长期以来，区委、区政府持之

以恒，把油茶作为主导产业来抓，1980 年区成立有油茶生产管理局，

负责全区油茶生

产、科研、加工

等管理工作。近

年来，区委、区

政府先后出台了

关于促进油茶产

业发展的一系列

政策，并成立了

由区委书记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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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区发改委、

林业局、财政局、科技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油茶产

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油茶生产管理制度，对新造油茶林秋季抚

育和油茶抚育执行标准化技术管理，确保油茶抚育符合规范化要求，

推动油茶产业发展；区政府在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的同时，配套本

级财政资金对新建高产油茶基地的每亩给予 90元的苗木补助资金。

同时把油茶产业建设的各项工作目标列入各乡镇年度综合考核重要

内容，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袁州区利用自然优势、生产传统优势，把油茶产业作为强区富民、

推动社会经济工作来抓，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

关怀，1993 年 11 月和 2011 年 6 月，温家宝、贾庆林等原中央领导

先后到袁州视察，对袁州区的油茶生产予以高度评价和肯定；2019

年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亲临袁州区江西

星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调研，先后考察调研了星火农林江西油茶

文化博物馆、全国油茶科技示范基地。

（二）产业综合开发向广度深度扩展。在油茶产业开发中，袁州

大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着力构建林、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

推进油茶产业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进程。目前袁州有三

家油茶综合开发的新型大企业，一是江西青龙高科油脂有限公司拥有

日处理能力 100 吨茶籽的冷榨生产线和从瑞典“阿法拉伐”公司引进

的年生产能力 1.5 万吨油脂精炼设备，产品全面达到欧盟标准，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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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集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有机肥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工业化产业

链，且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二是江西星火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现代科技型农业企业，按照良种繁育、丰产栽培、产品研发、

精深加工与生态观光“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省级油

茶产业科技园建设，公司占地 1000 余亩的集油茶科研、精深加工，

以及以油茶壳为主要原料的食用菌生产区、以培育食用菌后的尾料为

主要原料的油茶专用有机肥加工区已基本建成。该公司先后获得“国

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全国油茶科技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我们

参观了该公司良种繁育基地，品种多样，可供全国各地接穗和种苗。

三是江西星火油茶产业科技示范园，该园与 2012 年建设，现有油茶

高产示范基地 2 万多亩，油茶林套种药材 2000 多亩，种质资源库 600

亩，油茶良种苗木繁育基地 30 多亩，该园集油茶科研、深加工、食

用菌、生物肥、产品销售为一体，我们参观了该园的油茶文化展览馆，

展示不同时代茶油生产加工升级演变及在人们生活中如照明、医药、

保健的作用；食用菌生产区，以茶壳为主要原料栽培食用菌，管理人

员介绍，年产茶香白鲜菇 2000 吨，产值 1300 万元。

（三）培植产业集群发挥优势创品牌。袁州区自 2008 年开始大

力推广高产油茶种植，围绕高产高效优质，全区成立有 20 家江西省

良种油茶育苗单位、1 家省保障性苗圃、2 家省定点采穗圃，油茶良

种采穗圃 1651 亩，可年培育良种嫁接苗 3000 余万株，为全省最大的

油茶育苗基地。在油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方面，全区现有油茶企业

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06 家，其中，国家油茶科技示范基地 1 个、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2家、上市企业 1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5 家、

省级油茶产业科技园 1 家、省级油茶研发中心 1家，茶油产品注册有

“润心”、“芦塘寨”、“宜味宜家”、“新田岸”、“玉春山”等品牌。“润

心”品牌被评为江西省著名商标，“芦塘寨”被评为宜春市知名商标。

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袁州茶油注册“中国地理标志”商标，同时获

得农业部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袁州茶油正在申报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地理标志认证（现已获省级初审，并已提交国家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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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总局审定）。2018 年 4月荣获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授予

“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特色品牌建设试点单位”。

二、借鉴袁州经验做大做强油茶产业

纵观袁州油茶产业发展经验，归根到底是各级党委政府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结果。当前，国务院将油茶产业定位为保障国

家油料战略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列入国家精准扶贫的主

要树种。全国油茶产业正蓬勃发展，广西提出了双千工程（种植千万

亩，产值千万亿），为此建议，抢抓历史发展机遇，借鉴袁州经验，

切实发挥我县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我县油茶产业做大做强。

（一）把油茶发展列入乡村振兴重要产业。一是研究出台加快油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建立高规格领导小组，配齐配强专门机构

和力量，完善考核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推进油茶产业发展。二是完

善扶持政策。建议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借鉴外地先进做法，切实提高

油茶种植补助标准，支持重点示范基地和规模加工企业快速发展。三

是加强技术人才培训。定期聘请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到我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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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落实县林业、科技部门专业人员到乡村技术培训任务，采取多

种培训方式，着力培养油茶生产技术人才和企业人才，让经营主体掌

握先进栽培实用技术，促进油茶产业全面提质增效。

（二）发挥我县优良的油茶自然资源优势。油茶资源优势是转变

为经济优势的基础。一是培育适宜我县自然环境油茶良种。我县本地

油茶遗传稳定，但品种多杂，建议进行提纯复壮，选出高产稳产的本

地油茶良种，这对油茶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二是推进高产油茶基地建

设。推广油茶低产改造技术，按照高产林标准亩株数 80左右，做好

修剪疏枝和适时施肥。充分利用缓坡林地资源进行油茶与中药材种植

叠加套种，扩大油茶林地资源优势。三是全面提高油茶幼林抚育质量。

当前我县幼林面积有 6～7 万亩，要改变传统低效的管理方式，做好

幼林除草、施肥，缓坡林地要套种矮杆作物，以耕代抚。

（三）推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创新产业发展

模式。根据当前农村劳力外出，林地无人管理的情况，通过林地流转

机制，实行承包、租赁、转让、股份合作经营等形式，参与油茶基地

建设，形成以“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经营模式，使企业和农户成为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二是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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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加大油茶科研方面的投入，加强地方与科研院所合作，整合相关资

源，依托科研中心，组建一流的油茶科研实验室的科技平台和团队，

在良种选育、规范化栽培、和茶油新工艺、新产品研发、深度加工及

油茶综合利用等技术方面开展攻关。严格标准化生产，创建具有凤山

特色的茶油品牌，提升知名度，真正把油茶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四）提升油茶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提高油茶利用水平，是将

油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关键。一是建议出台油茶加工龙头企

业扶持政策，吸引资金雄厚、科技实力强的企业（集团）在凤山建立

特色油茶产业园，构建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二是强

化油茶产业标准化建设，积极与国际标准对接，使油茶产业有标准可

用，按标准实施，依标准监督。支持油茶产品有机认证，严格执行油

茶企业、油茶基地、油茶产品标准化管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利用国际合作平台将凤山茶油推向世界。

2020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