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瓶颈

对策

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收益不高

首先是改造低效林

让“三棵树”真正成为“发财树”
——重庆木本油料产业助农增收三部曲

□本报记者 王翔

近年来，我市选定适合山
区情况、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
油茶、核桃、油橄榄，大力引导
和推动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力
争通过种好“三棵树”、炼好

“三桶油”、念好山字经，助力
山区农户脱贫增收。

截至2019年底，全市木本
油料面积已达230万亩，部分
已挂果，果实年产量2.8万吨，
产油2020吨，产值超5亿元。

纵观整体，全市木本油料
产业发展水平依然不高，单位
面积产量较低、产品附加值较
低、品牌意识薄弱、三产融合
发展滞后等问题，成为我市木
本油料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
突破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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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酉阳泔溪镇油茶基地，村民正在管护油茶苗。 通讯员 杨春来 摄/视觉重庆

眼下正值秋季油茶果成熟旺季，在
酉阳偏柏乡偏柏村油茶基地，一棵棵茂
盛的油茶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油茶果。

“今年的油茶果又是一个丰收年。”
该基地负责人张义说。

张义是重庆主城人，2012年，在政
府引导下，他成立了重庆瀚婷油茶有限
公司，目前已累计投入1600余万元，在
偏柏村、石卡村、鱼水村等地，通过流转
土地或土地入股等方式，陆续建起4000
余亩油茶基地。

对周边农户而言，这是一个天大的
好事。偏柏乡渔水村五组贫困户张宗美
的妻子常年生病，孙子又要上学，儿子儿
媳常年外出打工，他便成了家中的唯一
劳动力。

“瀚婷油茶公司来了后，我每个月都
有固定收入，一个月上20天左右的班，
收入3000元，另外还包午餐，日子是越
过越好。”张宗美说。

据介绍，当地发展油茶产业以来，已
解决周边200余人务工问题，帮助37户
贫困户脱贫增收。“土地租金每年每亩
100元，2020年后，每年还有每亩土地
纯利润15%的分红，到时我们的收入还
会增加。”张宗美说道。

如今，木本油料产业已覆盖我市28
个区县山区，不管是油茶，还是核桃、油
橄榄，其产出的果实，或直接售卖、或加
工储藏，收益远超传统农业，成为当地群
众增收的新路子。

在城口高观镇渭溪村的渝城1号核
桃园，记者看到，这条人称野人溪的山
路，坡地上都种上了核桃树。高观镇一
负责人介绍说，之前渭溪村很穷，全村有
贫困户38户 97人。当地发展核桃产
业，2015年渭溪村新栽4.5万多株核桃，
2016年新嫁接2万多株，带动了30户
70人脱贫增收。

如今，核桃已成为城口的特色主导
产业之一。该县通过建核桃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和核桃产业园，促进18个乡
镇街道73个行政村发展核桃产业，覆
盖农户15%，带动10650户农户(其中
贫困户 3500 户)增收，农户人均收入增
长1600元以上，贫困户户均增收4500
元以上。

截至2019年，全市木本油料种植面
积230万亩，其中核桃113万亩，油茶80
万亩，油橄榄17万亩，其他木本油料20
万亩，初步形成了以渝东南彭水、酉阳、
秀山为中心的油茶产业基地；以渝东北
城口、巫溪为中心的核桃产业基地；以奉
节、合川为中心的油橄榄产业基地，全市

“三棵树”产业规模逐渐成型。

市林业局产业处处长高树坤：虽然
我市“三棵树”的种植规模已较大，但除
了最近几年新建和改造的基地外，很多
原有栽植多年的油茶、油橄榄、核桃树，
由于各方面投入不足、管护不到位等原
因，单位面积产量较低，导致收益不
高。以油茶为例，80 万亩栽植面积中，
低产林就有50万亩，中产林近30万亩，
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调动农户愿管积
极性。

在新版《重庆市木本油料产业发展
规划（修编）（2018-2025年）》中，我们降
低了新建基地规模，增加了改造基地数
量，在2018—2020年的近期目标中，除新
建基地59万亩外，还将改造低效林20.5
万亩。

接下来，我市要强化木本油料良种
供应，积极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参
与木本油料产业发展，提倡适当间作，实
现“以短养长”，完善业主投融资渠道，真
正将“三棵树”栽种好、管护好，使其成为
山区群众持续增收的保障。

“三棵树”产业发展的区域多
是山区，生态环境优良，随着“三棵
树”的栽种，当地生态、人居环境更
加优化，渐渐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新
的增长点。

今年初，随着2020年第一批
项目计划的下达，中国长江三峡油
橄榄特色小镇（甲高）再次成为热
议的话题。

近年来，奉节甲高镇大力发展
油橄榄产业，种植面积达到3.5万
亩，成为长江流域种植面积最大、
产量最高的乡镇。依托这一独特
的优势，奉节加快了当地农旅融合
发展步伐，提出了打造中国长江三
峡油橄榄特色小镇（甲高）目标。

油橄榄小镇建设以七斗河为
轴线，涵盖油橄榄种植区和油菜花
田等地，分为特色小镇景观区、特
色小镇综合服务中心、特色小镇生
活区、特色小镇产业区四大区域，
共涉及10个类别 27个大项 117
个子项目，今年将启动建设人行步
道、生产性用房等34个项目建设。

城口高观镇则以核桃为媒，连
续举办核桃文化旅游节，助力农旅
融合发展。在核桃文化节上，游客
们可品尝核桃系列美食盛宴等城
口原生态美味，还可亲自参与到核
桃的采摘中。

作为城口“中国核桃之乡”的
核心产区，近年来，高观镇积极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规模化、标准化、
产业化种植核桃5万余亩，年产商
品核桃达500万斤，实现利润超
5000万元。

为推动当地农旅深度融合，
高观镇还加快了城口核桃博览馆
的建设，现已基本建成。这是一

个集3万吨/年（青皮）核桃初加工
生产线、核桃研发中心、成果转化
中心、产品展示中心、销售渠道建
设及品牌宣传于一体的核桃深加
工中心。

“前期主要完善销售、展示、宣
传等功能。”城口县一负责人表示，
该县还计划投资3.5亿元，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在2025年前完
成核桃饮料生产线、核桃休闲食品
加工生产线及核桃保健品生产线
建设，全面提高产业链附加值，打
造核桃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待该
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
10亿元以上，带动当地3万农户持
续增收，深入推进农旅、文旅融合
发展，有效助力城口核桃产业持续
做大做强，切实助推农民增收、企
业增效。

市林业局产业处处长高树坤：
一些乡村旅游项目的实施，为木
本油料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支
撑。但总的来说，我市木本油料
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还处于萌芽
状态。

接下来，我市将积极推动木
本油料农旅融合步伐，不断探索
创新产业发展的模式机制，积极
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木本油
料相关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完善林
权抵押贷款、贴息贷款政策落地的
具体事宜；建立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激励约束机制、探索林票制度改
革，激发调动业主参与木本油料
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等，切实解决
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瓶
颈，让“三棵树”真正成为乡村的

“发财树”。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较传统
食用油更加健康的茶油、橄榄油、核桃
油等市场份额逐渐提升，这也为我市依
托“三棵树”，炼好“三桶油”打下了坚实
的市场基础。

在国内电商平台，一瓶248毫升的
琥珀有机山茶油，能卖到78元，比进口
的橄榄油还要贵，这种高档山茶油就产
自我市的渝东南武陵山区。

近日，记者采访了生产这一高端茶
油的重庆琥珀茶油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礼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琥珀茶油从
一个小微企业逐渐发展成重庆茶油产
业的标杆企业。

油茶树生长在环境优良的山区，种
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其种子
压榨的茶油是一种纯天然木本食用植
物油，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5%－97%，
比橄榄油还要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和经济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茶油长
期以来“藏在深闺人未识”。

2010年，看到了其中商机的王礼
生陆续建起了6个茶油基地。还在酉
阳板溪镇轻工业园区建成了当时西部
唯一的一条年产3000吨的现代化全封
闭低温压榨、纯物理精炼和无菌灌装生
产线，在传承古法榨油的基础上，运用
现代技术进行茶油加工。

2014年初，第一批纯压榨有机山
茶油生产出来，一次送检即合格，顺利
走向市场，受到了酉阳当地消费者的认
可。“我们有信心争夺高端市场。”王礼
生说，在走出产品上市的第一步后，企
业就调整策略，开始往一二线城市发
展，和进口高档橄榄油争夺市场。

琥珀茶油刚推向市场时，消费者很
陌生，品牌认知度不高，大多数人根本
就不知道茶油是什么东西。怎么办？
琥珀茶油没走传统卖油的老路，而是与

餐饮、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消费者通
过亲身体验，了解琥珀茶油的品牌，感
受茶油的品质，逐渐建立起良好口碑。

如今，琥珀茶油产品逐渐被市场认
知，吸引了云贵川多家代理商前来合
作，不仅入驻了重庆各大类型商超体
系，还在淘宝、京东、天猫等线上销售，
销量不断增长，并且走出了国门。

与油茶产业一样，我市的油橄榄、
核桃产业也在不断加快全产业链的发
展步伐。目前，我市已有多家专业木本
油料加工企业，其中，规模化茶油加工
企业有5家，年加工能力为1000吨（原
料）以上；橄榄油加工企业有3家，年产
油能力3000吨以上；核桃的产品生产
以干果加工为主，全市有加工企业5
家，年加工干果能力约2700吨（原料）。

2019年，我市“三棵树”共产油2020
吨，产值超5亿元。

市林业局产业处处长高树坤：虽然
我市已经有了一些木本油料加工企业，
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三大产业的精深加工都处于起步阶
段。

从市场来看，重庆缺乏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木本食用油品牌，市场上还是主
要以进口或外省品牌为主，重庆本地茶
油品牌——琥珀茶油、英棋茶油等在市
内具有一定知名度，但整体市场占有率
较低。全国橄榄油市场主要以甘肃陇
南为主，重庆本地橄榄油品牌“渝德纳”

“渝江源”和“金峡”等，知名度和市场占
有率有待提升。

下一步，我市将引导企业利用新技
术、新工艺，开展精深加工和副产品开
发，实现循环发展和综合利用，着力打
造一批创新能力强、管理水平高、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的木本油料龙头企业。

种好“三棵树” 炼好“三桶油” 念好“山字经”
瓶颈

对策

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木本食用油品牌

打造龙头企业，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瓶颈

对策

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

创新产业发展的模式机制

游客在城口高观镇体验核桃采摘。 (本报资料图片)

奉节甲高镇油橄榄收获。 (奉节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