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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工，把油茶

业做优做大，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 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支

持木本油料发展，实施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落实油茶扩种和低产低效林改造任

务。

政策支持下，良种推广应用、管护水平提升、产业链条延伸……湖南平江县古老的油

茶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近日，记者走进平江县，探访油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故事……

——编 者

早上 6 点半，位于山东烟台福山区的张格庄大樱桃交易

市场，早已被各种运输樱桃的车辆“包围”得水泄不通。清早

新鲜收获的大樱桃，经过分拣之后，迅速打包预冷，随后就被

装入运输车辆中，发往全国各地。

樱桃被誉为“北方春果第一枝”，受到广大民众喜爱。作

为烟台大樱桃核心产地，福山区已有 15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

前种植面积 11万亩，年产量 8万吨。“以往收获后，果农都是将

樱桃直接拉到市场中，与收购樱桃的客商讨价还价，现场运输

不畅、果品受损、买卖双方忙乱不堪的现象时有发生。”张格庄

大樱桃交易市场负责人郭磊对记者说。

近年来，市场管理方用新思维和新理念运营管理大樱桃市

场，品控和交易都迈上新台阶。“我们先是建起冷风库，使大樱桃

能够在运输中保持较高品质。还明确划分了交易区、分拣区、快

递区等功能区。”郭磊向记者解释，买卖双方确定交易意向后，产

品迅速进入分拣区进行分拣，分拣后再由顺丰、中国邮政等公司

设置的快递点进行打包装箱，整个流程速度越来越快。

近来，不少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达实现“大樱桃自

由”的喜悦之情，并认为“现在吃到的樱桃比前些年更甜了”，

这种传统水果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某种意义上，像

樱桃这种生鲜果品，流通速度和冷链完善程度是果品品质的

决定性因素。”郭磊说。

传统销售模式下，在樱桃仅有六七成熟的时候，果农就不

得不将樱桃摘下出售，否则难以应对长时间的运输和多环节

的销售。“繁琐的销售环节，也会挤压果农的收益，而且六七成

熟的时候就摘下来，势必影响果实甜度和口感，部分外地朋友

吐槽传统的樱桃不好吃，也不足为奇。”福山区门楼街道南庄

村党支部书记彭利民对记者说。

曾经的南庄村，村民们各自承包照料果园。樱桃树大多

种在山上，大家都是带着小桶上山浇水，手提肩挑人工进行维

护，然后各凭本事卖樱桃。“一到收获季，村民们拎着小筐上山

收果，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商贩，果农间存在竞争，辛辛苦

苦几个月，最后赚不了几个钱。”彭利民说，如今有了合作社，

情况大大改观。

南庄村 253户、753名村民全部加入“魅力南庄”果蔬农民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流转土地 700多亩，过去分属不同村民的

樱桃树，如今也都连成一片。合作社统一管理经营，全范围铺

设水肥一体化设施，管理成本大大下降。“如今只需要两三个

人，就能料理整座山头上的樱桃树，别提多方便了。”彭利民说。

近年来，合作社还积极拓展电商、直播带货等销售渠道。记

者爬上南庄村的东山，在挂满果实的樱桃树间走访时，恰逢烟台

当地一直播团队给潍坊电视台做直播带货节目。两名年轻小伙

背靠樱桃树，向直播镜头前的观众介绍目前果实的状况。

“我们有 400多人的直播团队，主要领域是三农。”团队负

责人马国力对记者说，除了直播外，他们还与合作社签订协

议，进行新农人电商主播培训，让更多果农了解直播和电商，

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

小小一颗樱桃中，蕴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道理。

近日，福山还举办了大樱桃节，同时借助微信、抖音等新媒体

渠道推广，线上线下共同发力。直播带货邀请赛中共有 6家

电商平台参与，携各自带货主播进行线上 PK。2个小时内共

销售 2万余单，销售额达 266万元，帮助果农拓宽销售渠道，实

现增收致富。 新华社济南6月7日电

一颗樱桃中的农业供给侧新风
□ 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 于文静） 截至 6月 7日 17
时，全国已收冬小麦达 1.64 亿亩、进度 53.8%，其中安徽进度

过九成，河南过八成，江苏过三成，山东、陕西进入收获高峰，

河北麦收开镰。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进入 6月份以来，河南、安徽、

江苏、陕西等地紧抓降雨间隙和晴好天气，组织收获机械和农

机手昼夜不歇、连续奋战，加快抢收成熟小麦，全国日均收获

面积 1500万亩以上，掀起“三夏”麦收高潮。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十天麦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

主，利于抢收抢晒。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持续做好农机调度，

抓住有利天气加快收获进度，确保适收快收、应收尽收，因地

制宜做好已收小麦烘干晾晒和通风储存工作。同时，紧抓农

时及有利墒情，高效推进收种衔接，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播种一块，将秋粮播在丰产期。要组织开展巡回技术指导，紧

抓机具状态良好、机手操作规范两个关键，努力提高机收作业

质量减损失、提升机播作业质量促单产。

全国“三夏”麦收进度过半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 高蕾） 记者 8日从民政部

获悉，在社会组织自愿报名、有关部门推荐申报、160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意对接的基础上，274家社会组织与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形成结对帮扶。民政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近日专门印发通知，发布结对帮扶名单并要求执行。

通知指出，全国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乡

村振兴（协作）部门要引导社会组织将工作重点向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变，推动社会资源进一步

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聚集，促进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持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通知强调，要引导社会组织结合自身优势和工作实际，立

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有针对性

地开展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养老、消费帮扶或多样化帮扶，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

振兴，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打造社

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要针对乡村振兴重点区域和

重点领域，开展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搭建项目对接平台，促

进帮扶项目落地实施。要选树一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

先进典型，强化示范带动，推动形成社会组织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良好局面。

通知还明确，乡村振兴部门要做好结对组织工作，指导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充分尊重社会组织意愿，在项目设计、

实施、退出过程中，不搞行政摊派，不下指标任务，不搞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民政部门要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

结对帮扶的监督管理力度，对利用结对帮扶、乡村振兴等名义

牟利敛财、违规使用资金的社会组织，要严肃查处；对于涉嫌

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还将建立健全跟踪监测机制，根

据跟踪监测结果、工作实效、任务完成情况对结对帮扶名单进

行动态调整。

274家社会组织与 160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结对帮扶

连片油茶林，长出致富果
“不仅有专门的扶持政策，种

植油茶也有了专业的帮手”

初夏时节，青翠的油茶叶迎风舞动，枝

条上一粒粒直径 1 厘米大小的油茶果，孕育

着今年丰收的希望。6 月初，湖南省平江县

白杨村，村民姚海波穿行在油茶树间，正细

致地查看着油茶树的挂果情况，这是他每天

最期待的时刻……

“没想到，小小油茶果成了致富的‘金果

果’。”姚海波说，去年，他流转的 500 亩油茶

获得丰产，“采收的超 15 万斤油茶果直接卖

给加工企业，收入超过 30万元。”

漫山油茶树，铺就致富路。如今，油茶

产业让白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10 多万元，

490余户村民受益。

时间回到二三十年前，姚海波怎么也想

不到，种油茶还能脱贫致富。

一直以来，油茶果炼出的茶油，都是当

地人的重要食用油之一，油茶种植也颇为兴

盛。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由于油

茶树龄老化、劳动力流失、管护方式落后等

问题，平江的油茶产业发展一度陷入低谷

期。

“过去山上的油茶树，一棵挨着一棵，又

高又粗，枝连着枝，叶遮着叶，但产量较低。”

姚海波说，“如今不同了，不仅有专门的扶持

政策，种植油茶也有了专业的帮手，产量大

幅提升。”

在平江，姚海波有不少“帮手”。“在种植

环节，县里不仅有专业的育苗团队、嫁接技

术队伍，还有专业的修剪劳务队伍。”平江县

林业局总工程师庞文胜说，“光嫁接一项，全

县就有 300多人的专业队伍。”

在平江县童市镇德字林农专业合作社

内，一场修枝整形的油茶技术培训正在进行

……

“大家在修枝时，要做到底下空、中间

通、顶部控。”作为此次的培训老师，油茶专

家黄展鹏详细地讲解着剪枝的技巧。

讲台下，修剪队队长、平江县童市镇德

字林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南山认真地做

着笔记。“现在修剪队已经有 70 多人，当企

业或者别的合作社、种植大户有剪枝需求

时，就会主动联系我们。”徐南山说，如今合

作社已经组建了由村民组成的多个专业服

务队伍。

现阶段，平江县发展油茶林面积已达 70
余万亩，先后引进油茶规模种植企业 15 家、

油茶深加工企业 2 家，建立油茶专业种植合

作社 35 家，建设集约经营高产示范油茶林

10万多亩。

古法榨茶油，香飘千万家
“过去，加工好的茶油主要是

自家用，有富余时再就近销售”

位于北纬 28 度的湖南省平江县，山地

面积大、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有着数百年种

植、加工油茶的历史，当地流传的民谚“平江

茶油三万担”，反映了平江昔日油茶产业的

辉煌。

“过去，油茶林是平江最常见的经济林，

家家户户都种植不同面积的油茶树，全县种

植规模一度达到上百万亩。”庞文胜介绍，

“村民靠山吃山。过去，加工好的茶油主要

是自家用，有富余时再就近销售。”

三墩乡公平村，至今仍留存着古法榨油

的制作工艺——霜降时节，村民们将采摘好

的茶籽去壳晒干，送到榨油坊。经过小火烘

焙，茶籽里的水分完全去除，散发出阵阵清

香；经过几道工序被压制成油茶饼；工匠们

将油茶饼放入整根硬质圆木制成的榨油槽

中，用木楔子将油茶饼尽可能挤紧；硕大的

木锤对着木楔子一下接一下地锤击，在越锤

越紧的木楔子作用下，金黄的茶油从油槽中

汩汩流出……

古法榨油，茶油飘香。“过去年景好时，

公平村的榨油坊大半年时间不停歇，身强力

壮的榨油工轮番上阵，锤子撞击木楔子的声

音在村子里回响。”三墩乡党委委员赵韬说，

当地一些村民家里，如今还可以找到储油的

“千油桶”“百油桶”，分别可以贮存千升油、

百升油。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粗放的生产、

管理方式下，油茶产量很低。

“彼时，县里每亩油茶林最多只能产 4
斤油，市场价格是每斤 1.2 元，经济效益不显

著，导致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黄展鹏说。

渐渐地，村里的榨油声少了，越来越多

村民选择离开山林，外出打工……

种植油茶树，离不开“三年两锄头”。“不

勤加除草去灌，油茶树这种慢生的树种，就

很容易在与竹子、杉树等强势植物竞争阳光

中处于弱势，进而被遮挡，导致油茶果产量

下降甚至不产果等情况。”庞文胜介绍，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些偏远的油茶林逐渐退化成

为低产林，直至彻底荒废。

研究新技术，培育新品种
“每亩油茶果最高可以采到

800 公斤，出油最多可以达到 40
公斤”

自县城向东，驱车约半小时，记者抵达

了位于嘉义镇的献钟苗圃育苗基地。基地

青墙红瓦，掩映在绿树之间，工作人员正在

紧张地忙碌着……

“如今，我们正在进行苗圃相关的管护

工作。”献钟苗圃相关负责人方福林说。

作为一种以异花授粉为主的木本植物，

油茶在自然环境下繁殖的后代，分化严重、

良莠不齐，因此采用嫁接技术进行优良油茶

种苗繁育成为必然。“可之前油茶嫁接繁殖

成本高、技术难度大，油茶的良种繁育与造

林都受到了制约。”平江县林业科技特派员

袁毅说，只有改进嫁接技术，才能实现油茶

大面积种植。

如何创新繁育技术？1984 年开始，平江

县林业局与湖南省林科所合作，进行油茶优

良无性系繁育技术研究。

分 批 催 芽 、温 水 调 控 芽 砧 、架 设 荫 棚

……在研究期间，当时在林业局工作的黄展

鹏几乎把油茶林当成了家，一有时间就往油

茶林里钻。“研究方法既要切实提高芽苗存

活率、减少繁育周期，又要简化操作，容易被

村民掌握。”黄展鹏说。

为了证明油茶良种嫁接的丰产效果，黄

展鹏邀请 10 名农户参与试验。当他向村民

介绍时，村民们犯起了嘀咕：“用你的方法，

要把现在的油茶树砍掉，万一不成功咋办？”

黄展鹏决定自己动手，证明新技术的效

果。于是，他选择了德字村村民兰德龙的 5
亩地做试种。整整两个月早出晚归，黄展鹏

变了模样：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功夫不

负有心人，油茶嫁接成功了。村民们看到黄

展鹏的成果，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决定把技

术用到自家地里。

有了新的繁育技术，如何培育出优质良

种成为新课题。为了准确掌握平江油茶种

质资源底数，黄展鹏住进山里的茅棚子，每

天头戴草帽、脚穿胶鞋，跑遍了全县油茶主

产区的 12个乡 54个村。

2000 年，他从收集到的 2000 多个单株

品种中，逐步筛选出品质最为突出的一株，

即后来的“德字 1 号”。“以前每亩油茶出油

一般只有 3—5 公斤，现在的油茶标准化高

产 基 地 ，每 亩 油 茶 果 最 高 可 以 采 到 800 公

斤，出油最多可以达到 40 公斤。”黄展鹏高

兴地说。

2021 年，国家林草局印发《“十四五”林

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创制高产

稳 产 高 抗 油 茶 良 种 ，推 进 低 产 油 茶 林 改

造”。这一政策让“闲不住”的黄展鹏和他的

学生们又开始思考起新的科研方向：业界普

遍认为，油茶树需要通过异花授粉提高结果

率，因此油茶林往往需要多个品种间种，但

如此一来，不同品种的花期和成熟期的差

异，带来采收方面的不便，是否能够通过自

花授粉和优良品种杂交，培育出新品种，保

证同一片区域的油茶处于同一生产周期，进

而提高油茶的品质呢？

这两年，通过不懈探索，黄展鹏已经着

手自花授粉和杂交实验。由于油茶 8 年才

进入盛果期，那时候才能充分验证实验结

果。为此，年近古稀的黄展鹏，几乎每天奔

波于划定为自花授粉油茶树种实验基地的

那片山坡上……

强 化 技 术 力 量 ，守 护 油 茶 花 开 。 近 两

年，平江通过举办油茶技术培训班等活动，

培养出约 1000 名技术人员，为油茶产业的

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提升加工工艺，茶麸饼、茶

籽壳等副产品将充分释放价值”

走进位于湖南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的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

里，茶果预处理、压榨、加工、检测、灌装、包

装……全自动生产线实现了从油茶果到茶

油的智能生产。

“加工工艺的进步，对于食品安全和口

感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山润油茶研发中

心负责人康文术说。

近年来，基于湖南油茶生产分散、加工相

对粗放等特点，湖南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茶油

小作坊升级改造三年行动”，按照“有规划、有

标准、有监管、有特色、有支持”的原则，对既

有油茶加工小作坊有序实施改造升级。

伴随着工艺升级，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油茶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在离产

业园不远的伍市镇油茶小镇，新的油茶加工

生产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与传统的茶油精加工生产线不同，这里

的生产车间安放着高达数米、容量数吨的密

封式加工设备。“通过与湖南大学、湖南省林

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新的生产线采用先进

水法制备工艺，通过破壁萃取、三相分离等

方式，在茶油及其副产物中提取生产高附加

值产品，拓展油茶加工产业链条。”山润油茶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欧阳鹏飞介绍。

“从茶油中提取的副产物如茶皂素等，

可广泛用于化妆品、护肤品、洗护用品和家

装清洁等领域。”康文术说，“提升加工工艺，

茶麸饼、茶籽壳等副产品将充分释放价值。”

随着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以及《湖南省

油 茶 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3—2025
年）》的出台，未来三年，湖南还将完成新增

油茶种植 382万亩、改造低产林 498.8万亩。

“如今，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到油茶种植

之中，为了守护好这片绿，村民自发成立森

林防火义务巡逻队，特殊时期每天进行巡

山。”白杨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姚奇介绍。

图①：平江县三墩乡油茶基地风景。

胡望龙 摄
图②：黄展鹏（后）在指导村民修剪枝条。

申智林 摄
图③：成熟的油茶果。 李江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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