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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口号的提出,农村经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要想让农村经济实

现快速的发展,实现乡村的振兴,就要加强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构建农村新经济,才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增

长。油茶产业的发展,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油茶产业的整体规划,才能打造出特色的油茶新产业,让

农村实现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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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the oil tea industry to boo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Fushun County 
Jiadong Zheng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with the sloga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nomy has been the atten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build a new rural economy, so as to 

drive the growth of rur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amellia oil tea industr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camellia oil tea industry, so as to create a characteristic new 

camellia oil tea industry, so that the rural areas can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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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2022年至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五次强调了支持

包括油茶在内的特色木本油料作物的发展,并特别提出了加速

油茶产业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推动油茶种植面积的扩大

及低产林地的改良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国家在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上的具体行动,也是确保国家粮食和油脂安全的重要

步骤。四川省政府已将油茶纳入“天府森林粮库”重点建设项

目中,《四川省油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规划到

2025年底,全省油茶栽培总面积达到450万亩,年产茶油量预计

可达10万吨。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操作中,需要对现有油茶产

业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并实现技术与经营模式上的转型,通过发

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油茶经济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目前,富顺县

拥有约2万亩的油茶种植基地,自2022年起已实施了总计3万亩

的新造林项目(其中新植2.3万亩,改造低效林0.7万亩),成为四

川省油茶产业发展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推进该地区的油茶

产业升级,对于增强当地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1]。 

1 油茶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优势 

1.1保障我国粮油安全需要 

中国面临着食用植物油供应不足的问题,供需之间的差距

显著。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于食用植物油的需求持续增长,

导致了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程度超过了60%,从而

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挑战。通过增强油茶产业的发展,并利用

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资源种植油茶树,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内食

用油产量及土地使用效率。近年来,政府对油茶行业的扶持政

策日益增多。进一步推动该行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

的供需紧张状况,而且也是维护我国粮食与油脂安全的重要

举措[2]。 

1.2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近期的油茶产业实践经验表明,相较于其他用于荒山绿化

的树种,种植油茶能够带来更为显著的经济收益。在进行油茶栽

培时,应当优选地理条件适宜的土地,并采用优质品种,实施规

范化的管理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油茶还具备一次性栽植后可以

持续产生效益的优势,其稳定的生产周期可延续超过80年[3]。 

1.3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 

油茶是一种四季常青的植物,拥有发达的根系和美丽的大

花朵,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因此能够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在

荒废的山区栽植油茶不仅有助于实现区域绿化,还能有效防止

水土流失,可让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发展

油茶产业,经济实现增长,还能大大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1.4充分发挥林区林地资源优势 

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林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了改善这

一状况,应当充分发掘林地资源的优势,扩大油茶种植规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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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油茶产业的发展,以此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来源,助

力林区居民增收。通过有效利用林地资源获取收益,不仅能够增

强经济效益,还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推动实现全民共同

富裕的目标[4]。 

2 油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种植技术落后 

目前,油茶栽培技术水平不太高。在种植过程中,很多种植

者缺乏油茶的栽培技术深度认知,田间管理也不太重视。随着部

分油茶园进入衰老阶段而未能及时更新换代,加之多数农户采

取较为粗犷的管理手段,这不仅限制了油茶籽的产量增长,也降

低了茶油的整体品质。此外,在日常维护如除草、施肥、修剪及

病虫害控制等方面,由于缺乏科学指导,使得油茶幼苗难以健康

成长,进而影响到最终的收获量,甚至出现苗木存活率低下的情

况,这对整个油茶产业的发展构成了不利因素[5]。 

2.2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现阶段,我国对于油茶产业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然而,在

实际种植操作中,该产业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采摘活动缺乏规

范、非法采摘现象频发、管理措施执行不力以及相关政策支持

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油茶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此外,油茶林地使用权证的申请过程复杂且费用高昂,

尤其是在较大规模油茶林地流转时更为明显,这导致小规模种

植成为主流,不利于实现油茶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2.3油茶产业模式陈旧 

当前油茶产业的发展模式相对传统,主要表现为分散化的

种植与经营模式,导致了规模化进程较为迟缓。此外,在优质油

茶品种的选择以及先进栽培技术的应用方面也显得不足。该行

业的主体多为小型作坊或企业,对于油茶资源的利用往往局限

于基础的榨油处理阶段,缺乏对更深层次加工工艺及技术的有

效探索与应用,且生产设施普遍较为陈旧。与此同时,现有的油

茶产品市场交易体系和服务平台尚不够成熟,高品质油茶品牌

的缺失限制了整个产业链条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性[6]。 

2.4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促进油茶产业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显

著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水平。然而,在该产业的成长过程中遇到

了一些挑战,尤其是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高水平的研

究人员流失现象严重,而基层技术团队的建设也不够完善。此外,

直接参与油茶生产的劳动者普遍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鉴于

油茶种植是一个高度依赖技术的过程,各个阶段都需要具备专

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来提供指导,以确保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 油茶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措施 

3.1优化油茶种植技术 

油茶栽培技术是油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同时也是

实现油茶产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环节。通过深化对油茶栽培技

术的研究并持续提升其水平,能够显著推动农村经济的成长。在

油茶产业发展模式应用中,针对品种数选择科学、合理性,增强

种植技术的应用能力,强化油茶田间管理措施,以加速整个产业

链条的升级换代,并提高原料产出效率,构建一个更加完整高

效的油茶生产体系,从而达成既定的发展目标。比如,在江西

省推广种植“长林”“亚林”系列优质油茶品种的做法就值得

借鉴[7]。 

3.2强化油茶产业宣传和扶持力度 

我国很多地区油茶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油茶产业都是小作

坊,油茶产业发展速度很慢。因此在油茶产业中,作为地方政府

以及林业部门要提高油茶产业的重视程度,加大日常油茶产业

的宣传,政府部门的扶持力度[8]。 

 

图1 油茶产业链 

例如,从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等方面下手,与此同时要充分

的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针对油茶种植户的技术以及知识方面

强化培训,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方案[9]。 

3.3促进油茶产业转型 

要想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要加强油茶产业的转型。在

升级和转型中,要改变传统的理念,同时创新加工产业模式,让

油茶产业实现绿色的发展。与此同时,要从多方面强化,其中有

科研、生产、加工等方面完善,健全油茶产业经营体系。下图是

经营体系。 

 

图2 油茶产业经营体系 

3.4提高油茶产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基层的技术人员要组织开展定期培训,才能让基层技术人

员的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在培训中,要丰富培训活动,开展专家

讲座,基地培训等形式,能够提高油茶种植人员的种植水平。另

外,要吸纳优秀的人才,引进多元化的人才[10]。 

4 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油茶产业,不但可提高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同时还能带动乡镇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要加强油茶产业的

宣传和政府部门指导,强化油茶产业的培训,提供政策、资金

方面的支持,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提高当地油茶产业的经济、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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