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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油茶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管护水平不
高、市场竞争力偏弱、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等矛盾和问题。对此，全市创
新思路、创新机制、创新方法，激发油茶产业发展新动能。

外学经验拓视野。今年 6 月，我市专班一行在省林业局带领下，
到江西吉安重点就油茶基地水肥一体化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进行考
察学习。

内强本领提技术。全市多次组织举办全市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
展示范奖补项目技术培训班，邀请国家、省油茶专家重点就油茶造林、
低改技术标准、水肥一体技术标准授课，为全市发展油茶产业打开了
思路，提升了技术。

向精深加工要效益。走进湖北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看到，全国领
先的“鲜榨冷提”全智能化油茶生产线已建成投产运行，拥有茶果智选
设备、茶籽压榨设备、茶油精炼设备、自动化包装设备及公用设施等共
计 70 台套，可日处理油茶果 100 吨、处理茶籽 20 吨，形成年产 2000 吨
山茶油的规模。

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油茶规模型加工企业 11家，逐步形成年加
工生产茶油 2.2万吨、年加工茶油剩余物 44.64 万吨，年产有机肥 30 万
吨的规模；延伸油茶加工产业链，开发生产山茶洗护、山茶喷雾、山茶
乳、山茶油霜等系列产品，提升产业附加值。

油茶种植在扩绿增绿、富民增收等方面效果显著，但投资周期长、
见效慢，是个“难熬”的产业。全市各地充分利用油茶基地的土地资
源，充分挖掘油茶基地的多重效应，推广“油茶+N”复合种植模式,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努力破解油茶种植投入
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难题，达到了“双丰收”的效果。

油茶基地生态环境良好，全市各地放大油茶基地生态效益，将发
展油茶产业与发展生态旅游相结合，努力推动从卖好“油”向卖好“游”
转变。

岳雄丰公司油茶基地，郁郁葱葱的油茶树漫山遍野，红绿相间、圆
润饱满的油茶果挂满枝头，白色的油茶花正含苞待放，形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在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的支持下，近几年来，岳雄丰公司万亩
油茶园实施了小流域综合治理、道路交通建设等项目，园区内有观光
步道、观景台和游客驿站，打造生态科普基地，连续几年举办了油茶旅
游文化节、山地自行车公开赛等文旅活动，奏响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的乐章。

采访中了解到，全市各地还整合资金，将油茶基地建设与生物防
火阻隔带项目建设相结合，利用油茶耐火阻燃的特性，构建天然“阻隔
带”，有效拓展了油茶种植的用地空间，发挥了油茶的多重价值效应。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表示，经过多年发展和努力，全
市油茶产业已形成集种苗培育、基地建设、产品及衍生物加工、茶旅融
合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下一步，将以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在随
州召开为契机，抢抓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机遇，高标
准规划设计，高水平推进实施，强化科技赋能，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把
油茶产业做大做强，擦亮“随州油茶”品牌，真正做到发展一个产业、造
福一方百姓。

热烈祝贺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在随州召开热烈祝贺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在随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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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
种，有着 2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素有“东
方的橄榄油”之称。

随州位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
汇地带，多山地、坡地，土质深厚、土壤肥
沃、雨水充沛，加之四季分明，昼夜温差
明显，阳光充足，是油茶树的优质生长
带。

我市有着种植油茶的良好基础和传
统。上世纪 70 年代，全国开始大面积种
植油茶。一时间，全市在府河、澴潭等
地，选取丘陵荒坡，广大农民群众集体上
山，抽槽、安苗，在荒山上掀起了一股绿
色风暴，播下发展油茶产业的“火种”。

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市委市政府大
力扶持油茶产业发展，吸引不少能人乡
贤回乡种植油茶。2009 年，市委市政府
提出大力发展木本油料基地和产业，“在
山上再造一个随州”，出台激励政策，鼓
励资本上山、老板上山、企业上山，吸引
了众多企业规模化造林。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油茶不与粮食争田地，一次种
植多年受益，其稳产收获期可达几十年
乃至百年以上，且采果时节正好与秋收
农忙时间错开，是非常适合随州地区发
展的木本优良品种，是名副其实的“铁杆
庄稼”。发展油茶产业，对于调整林种结
构、改善生态环境、缓解油粮争地矛盾、
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重
要作用。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和政策
激励下，2010年以来，全市每年新增油茶
林 2 万亩以上，社会资本投入超过 10 亿
元。目前，全市建有相对集中连片油茶
面积 54.25 万亩，全市 85%的乡镇、60%的
村种有油茶。

在全市“油茶大镇”随县澴潭镇，岳
雄丰、佳禾、慧勤等龙头企业，通过“协
会+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利益联结模
式，种植油茶 7万余亩。漫山遍野的油茶
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
富的靓丽名片。其中，仅岳雄丰公司年
培训服务农民就达 1000 人次以上，提供
就业岗位 300个以上，当地村民可到基地
通过除草、施肥和油茶管护获得劳动报
酬，长效巩固脱贫成果。

在广水市长岭镇，湖北寿山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向诗德 2012年回乡创
业，流转 3700 多亩林地种植油茶。2017
年，他又投资新建油茶深加工项目，打造
的“李白寿山”牌山茶油深受消费者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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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位于随县澴潭镇的随州市岳雄丰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油茶基地，迎来了又一年的丰收季。

登上山顶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种植平台上，一
株株油茶树硕果满枝，农户们正忙碌采收油茶果。

从 2013年开始，岳雄丰公司开始在澴潭镇流转山
场种植油茶，经过 10 多年耕耘，油茶基地面积达到了
1.2万亩。

面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我
市积极探索发展油茶产业新路径。全市以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和发力点，积极探索集体林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和路
径，为规模化发展油茶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市各
地创新模式，优化服务，通过引进大户、发展乡村合作
公司等建设高标准油茶基地，拓展油茶产业发展新路
径，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

在广水市吴店镇徐家山村、杨家坳村、东湾村等
村看到，连片油茶树长势喜人，昔日的荒山坡披上了
绿装。

吴店镇山场面积广阔，多为低山丘陵，近年来，当
地通过改造利用低效人工商品林、灌木林、疏林地发
展油茶产业。

筑巢引凤。2018年，吴店镇引进中骏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先后投资 3600 多万元种植油茶 1.2 万亩，全镇
乡村合作公司种植油茶 1 万余亩，带动油茶种植大户
种植 2万余亩。目前，全镇共栽种新老油茶 4万余亩，
辐射带动 600余人就业增收。

“我公司的油茶种植实行总体规划，进行连片种
植，打造万亩油茶园，后期还将建设茶油加工项目，发
展观光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
条，提高附加值。”中骏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强化产业发展的要素保障。全市自然资源（林
业）部门加大用地保障力度，筛选出集中连片适合油
茶发展的低效商品林；将适合种植油茶的国家二级以
下的公益林按规定调整；以林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
进林地流转，引导大户、合作社、涉林企业发展油茶，
实现集约经营、集成发展。

“山当田种、林当地管。”走进随县澴潭镇柏树湾
村看到，山坡上的油茶基地里，一排排油茶树苗茁壮
成长。该村油茶基地由村集体统一开挖、栽植树苗，
然后分配给农户管理。油茶树下套种花生、药材等经
济作物，以“短”养“长”，提高经济效益。

近年来，全市通过政府财政投入 3亿元，撬动金融
机构授信油茶专用贷款 12 亿元、社会资本 10 亿元上
山入林，打造出千亩以上基地 47 个，高标准万亩基地
6 个，种植大户、合作社 127 个。目前全市油茶面积达
56.78万亩，年产 1.68万吨油，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46.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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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酒香也怕巷子深。”发展特色产业，不仅要有好的技
术、好的产品做支撑，还要有好的品牌树形象、扩影响、提效益。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林产品品牌建设工作。2020 年，随州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突出打造“两香一油”（香菇、香稻和油茶）品牌。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加强与相关部
门对接，在做好优良品种推广，建设高标准油茶基地的同时，积极推
进“随州油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工作。

2020 年 10 月，该局申请的“随州油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家
知识产权局正式受理。2022年 4月 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

“随州油茶”被正式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取得“金字招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代表地域产品的品质和历史传承，因其地域

性和稀缺性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
局负责人表示，“‘随州油茶’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极大地提
升了随州油茶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美誉度，对将油茶产业优势转化
为品牌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有着积极作
用。”

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企业品牌和产品建设也取得
了重大成效。我市“栎园春”山茶油获中国国际森林博览会金奖、“楚
花香”“喜乡随”等 11 个地方特色品牌获得市场好评，形成了“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体系机制。

以擦亮随州油茶产业名片为引领，我市积极推进油茶产业向更
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

2022年 10月 11日，全省油茶产业扩面提质增效行动启动暨森林
防火工作会议在随州召开，全面展示了我市油茶产业发展的成果成
效，“随州经验”“随州做法”在全省推广。

2023年，随州在全国多个地市竞争中胜出，成功入围中央财政油
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获得 5亿元奖补资金。该项目是我市争取
到的最大的单体林业项目，将新造油茶面积 16.3万亩，低效林改造面
积 4.82 万亩，新建油茶苗圃 100 亩，油茶采穗圃 1000 亩，建立集油茶
资源培育、产品加工、品牌塑造、科技文化支撑为一体的油茶产业发
展示范高地，打造油茶全产业链发展的“样板工程”。

我市积极抓好中央油茶奖补项目实施，市委市政府印发了项目
实施方案、组建了市级工作专班，多次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工作
汇报，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分管市领导每半月组织召
开一次项目调度会，研究解决项目推进实施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各
县市区相继成立了组织领导和工作专班，确保中央油茶奖补项目顺
利实施推进。

夯实技术支撑。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与 4 家科研机构合作
设立科研基地，聘请 4名国家油茶专家为种植技术顾问，同 10家科研
院所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转化应用先进专利技术 26 项。实施油
茶科技特派员制度，46 名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100 多位“乡土专家”
常年深入山头林地包片指导。建设“专家小院”，运用“油茶提质增效
与省力化经营技术”研发成果，打造省力化经营技术示范，建立油茶
产业信息数据库，搭建智慧管理平台，实现全产业链智慧化管理。开
展水肥一体化技术示范，保障油茶稳产和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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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茶油产品

▲ 油茶技术
培训现场

▲ 采摘油茶果

▲ 油茶丰收

▲ 岳雄丰公司高标准
建设油茶基地

▲ 晾晒油茶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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