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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湖南衡阳高低起伏的丘陵连

绵不绝，漫山葱郁。登山远眺，小乔木丛林随

风荡起绿色的波浪。

“ 你 看 到 的 山 林 ，除 了 红 线 内 的 生 态

林 ，其 他 基 本 都 是 油 茶 林 ！”衡 阳 市 副 市 长

何恩广介绍，近年来，全市大力发展油茶产

业，把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青山，青山“长”出

了 金 山 ，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奠 定 了 坚 实

的产业基础。

谋长远：大力推广油
茶产业，荒山荒坡成了“绿
色银行”

“村里撂荒的山用起来了，干一天活能挣

100 多元，这样的事当然得支持！”衡阳县大安

乡贵华村千亩油茶基地里，脱贫户吴友元边

挖树坑边说。

贵华村荒山坡地多、耕地少，山上的红壤

非常适宜种植油茶，乡政府发动群众，利用荒

山种油茶增收。

可 在 以 前 ，村 民 们 更 多 是 观 望 。“ 开 垦

荒地要花钱，投入劳力多，见效又慢，头 5 年

都 是 白 干 ，有 什 么 干 头 ？”吴 友 元 说 出 了 大

伙的担心。

“咱们这气候、土壤都适合种油茶，虽说

种下后 5 年才挂果，可管理到位，丰产几十年

都不成问题，到时候荒山可真成了‘绿色银

行’喽！”大安乡派来的工作队员挨家挨户上

门动员。

为消除群众顾虑，转变大家观念，工作队

邀请其他地方油茶产业致富带头人现身说

法，组织技术专家进村培训，引进油茶龙头企

业，建立合作社示范种植……最终，大安乡第

一个千亩油茶基地，在贵华村的荒山上建了

起来。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行动起来。如

今，全乡油茶种植面积已达 8000 余亩，荒山荒

坡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大安乡是衡阳市发展油茶产业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健康意识的增强，茶油越来越受到市场欢

迎。衡阳市因势利导，在全市大力推广油茶

产业，2019 年 3 月，专门成立了油茶产业发展

局，将油茶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打造。去年全

市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447.21 万亩，年产茶油

6.98 万吨，居全国地市前列。

随着油茶越种越多，“绿色银行”的生态

效应也逐渐凸显。近 3 年来，衡阳在近 70 万

亩荒山荒坡、采伐迹地上种上了油茶，一片片

荒山披上了绿装。耒阳市东湖圩乡神农汤泉

油茶庄园，数年前是高山煤井集中之地，煤炭

开挖之后遗留了大片荒山矿区。如今一排排

油茶树错落有致，把一个个山坡装点成了一

幅幅“绿色画卷”。

一个个乡村变成了“绿富美”的旅游小

镇。常宁市西岭镇平安村以油茶产业为依

托，深入挖掘旅游文化资源，打造了集油茶生

产、文旅休闲、森林康养等于一体的油茶特色

小 镇 ，去 年 吸 引 了 50 万 人 次 的 游 客 ，带 动

2000 余人脱贫致富。

建机制：紧密利益链
接 ，油 茶 果 成 了 脱 贫 致
富果

耒阳市哲桥镇苏民村白茫组的山丘上，

周 爱 云 和 表 妹 洪 爱 良 正 在 管 理 油 茶 树 。

2015 年起，兄妹两家承包了神农国油公司的

600 多亩油茶林。“公司 2010 年就流转了这片

土地，栽下了油茶苗，头 5 年没挂果，公司自

己 经 营 管 理 ，委 托 我 们 组 织 村 民 到 这 里 务

工。”周爱云介绍，常年有 30 多个村民在这片

油茶林务工，其中有 10 多个脱贫户。

“ 每 年 都 能 挣 2 万 元 左 右 ，日 子 宽 松 多

了。”村民肖世成干不了重活，也无法外出务

工，过去生活窘迫。到这里务工后，他家顺利

脱贫。

2019 年，油茶树进入丰产期，周爱云的甜

蜜日子来了。“按照协议，没产油茶果时，所有

投入都是公司出，我们领务工收入；2015 年挂

果后，我们就和公司分成，农民拿七成。”周爱

云说，去年 600 多亩油茶林差不多产了 50 万

斤茶果，“交给公司 15 万斤，卖了 35 万斤，纯

收入 30 多万元，还挺不错！”

除了这种“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合

作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
农户”“行业协会+农户”等模式在衡阳也广泛

推行。

在耒阳市大市镇芭蕉村山头上，村民张

秋凤正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认真学习油茶剪

枝技术。张秋凤过去种苞米，忙活一年收入

千把块钱。借助油茶产业东风，她加入村里

的油茶合作社，把自家 10 多亩林地都种上了

油茶，2019 年全家脱了贫。“挂果后，一亩油

茶 正 常 能 收 千 把 斤 油 茶 果 ，纯 收 入 二 三 千

元。”张秋凤算起了账：“树苗、肥料、销售都

有合作社张罗，省心得很，去年纯收入将近 3
万元。”

目前，衡阳全市油茶产业扶贫基地面积

达 9.38 万亩，通过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带动

4.24 万农户脱贫致富。据统计，脱贫户户均

种植油茶 5 亩，管护措施得当，亩产茶油可达

30 公斤以上，毛收入 2 万元以上，而且可持续

受益。“有了油茶这铁杆庄稼，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就有了可靠的抓手，群众脱贫稳稳

的。”何恩广说。

强产业：“金融 + 科
技”两翼助力，促进全产业
链增值

走进衡南县大三湘茶油有限公司冷榨冷

提压榨车间，金黄透亮的茶油缓缓流入蓄油

池，香气沁人心脾。

这条行业领先的鲜果鲜榨生产线，改变

了晒干茶果才能榨油的传统工艺；同时又结

合鲜榨生产工艺，开创油茶鲜果连续制油工

艺，茶果制成茶油只要 3 小时。“出油率提高，

生产更高效，公司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企业负责人介绍。

专家表示，衡阳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迈

出了坚实步伐，但也存在不少短板：全市还有

大量低产油茶林，企业一次性投入大，回收期

长，导致资金困难。另外，油茶深加工不足，

产业链短。

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衡阳市出台政策，

引导“金融+科技”两翼助力。市本级财政每

年安排 1 亿元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7 个县

市也配套专项资金。设立了 5 亿元油茶产业

发展基金，通过贷款贴息、保险试点等方式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金融机构突破贷款缺少抵

押、期限长等难点，创新推出“油茶贷”，强化

了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撑。

技术方面，衡阳搭建了以中科院、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为支

撑的技术联盟体系，从茶油、茶油美妆、茶油

日化、茶油小食品、茶苷生物等五大领域发

力，深度研发延长油茶产业链。

衡阳引进多家企业，做到了将油茶果吃

干榨尽——先榨油、再精炼，茶饼还能进一步

提炼出医药、日化原料，以前被当作肥料的饼

粕，如今成了生产洗发护发用品的好原料。

湖南金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将茶油深加工

成膏霜等纯天然护肤品；神农国油等企业研

发出山茶洗护产品、山茶高端护肤产品。产

业链延长、全链条增值，目前衡阳油茶产业综

合年产值近 220 亿元。

“油茶产业绿色、生态、富民，是维护国家

粮油安全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农民增收致

富的新途径，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亮

点，衡阳一定要做大做强这个产业。”何恩广

介绍，眼下衡阳油茶产业瞄准了新目标：2021
年全市油茶种植面积增加到 500 万亩，2023
年油茶产业年产值达 500 亿元。

湖南省衡阳市油茶种植面积达447万多亩

荒山变青山 青山生金山
本报记者 何 勇

曾经寸草不生的废弃矿山成了绿意盎然

的果园，曾经蓝藻滋生的湖泊成为游人打卡

的生态公园……近年来，云南省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治

理，护好山水、留住乡愁，让广大农民获得实

实在在的好处。

废旧矿山变良田，生态农
产品俏销市场

置身鹤庆县蝙蝠洞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现

场，很难想象，这片平整肥沃、满眼碧绿的水

田，过去是遍地土黄、荒漠化严重的矿坑。去

年 5 月，大理州土地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项目

区试种了 30 亩水稻，因为土壤质量好，又配套

了 高 标 准 灌 溉 设 施 ，水 稻 当 季 就 获 得 了 丰

收。项目验收后，复垦耕地移交给当地村组

经营管理，预计每年能给村集体增加 20 多万

元收入。

“蝙蝠洞矿山恢复出了 213 亩水田，生态

修复成效明显。”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处处长李志宏介绍。

不止蝙蝠洞片区，宾川县狮子口片区废旧

矿山复垦之后，新增水田 123亩、果园 87亩。同

时，这些矿山修复项目区内设置了休闲步道、服

务休憩设施，打造集“山、水、田、园”为一体的城

市郊野公园，让许多村民吃上“旅游饭”。

在前往澄江市抚仙湖的乡村小道上，记

者看到，不少村民在一片片蓝莓园里劳作。

澄江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陈超介绍，为保护

好一湖好水，从 2017 年底开始，抚仙湖坝区内

8.6 万亩耕地开始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

荷藕、蓝莓等生态农作物。

澄江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陈春说，

澄江气候适宜种植蓝莓，生产的早熟蓝莓刚好

能填补市场上 3—6 月的空缺，因而销路很好。

“我家承包了 10 亩地，每亩蓝莓能挣两三万

元。”龙街街道左所社区蓝莓合作社社员孙丽

芬刚介绍完，就有游客来询问行情，她带着客

人，开着拖拉机，驶进了蓝莓林。

生态治理调动了村民保护抚仙湖的积极

性，他们严格遵守化肥农药使用限制。村民们

惊喜地发现，很多消费者愿意购买他们生产的

生态农产品。去年 4 月，抚仙湖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一批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典型案例。

人退湖进，乡村更富美

“我小的时候，常听说要向洱海要地，现

在可大不一样。”长年生活在洱海旁的严炳其

感慨，洱海滋养着周边村民的生活，而今为保

护生态人退湖进，光景却越来越好。

环境好了，游客多了。行走在水杉环绕

的 洱 海 生 态 廊 道 上 ，碧 蓝 的 湖 水 与 长 天 一

色，水鸟在湖面飞翔嬉戏。“前些年这里水很

脏，到处都是蓝藻，但从 2015 年开始治理后，

眼看着湖水越变越清。”大理市湾桥镇中庄

村党总支书记何志祥说，洱海更清秀，吸引

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者，许多游客选

择 住 在 民 宿 ，这 给 周 边 村 民 创 造 了 增 收 渠

道。“近几年，来村里住客栈民宿的游客越来

越多，平均一家客栈每年能挣七八万元。”何

志祥介绍。

发展生态农业，村民腰包鼓了。5 年前，

依靠大水大肥种大蒜，洱海流域“万元田”随

处可见。为保护水质，洱海流域全面禁用化

肥，原来依靠种植大蒜营生的村民们开始调

整种植结构。洱源县原来是洱海上游的大蒜

主 产 区 ，而 今 田 地 里 换 种 上 了 绿 油 油 的 香

菜。“50 天能出一茬香菜，一年能种四茬，1 亩

地产值比过去种大蒜还多 1 万元，加上每亩地

1200 元的生态补助，平均每户每年能增收 2.7
万元。”算起收入账，牛街乡龙门村村民顾忠

炬满脸笑容，“洱海更清了，我们的腰包更鼓

了，这日子美着呢！”

云南省生态治理见成效

护好生态 鼓了口袋
本报记者 李晓晴

说 一 千 、道 一
万，增加农民收入
是关键。确保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既
要积极拓展增收新
渠道，寻找增收新
动能，也要着力构
建长效机制

大学生回乡成立合作

社，带领村民们一起发展

规模种粮；农民工返乡成

立电商服务中心，帮助乡

亲 们 销 售 土 特 产 …… 如

今，随着乡村振兴稳步推

进，返乡入乡创业就业规

模持续扩大。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

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全 国

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

员达到 1010 万人，比上年

增 加 160 万 人 。 与 此 同

时，返乡入乡创业就业联

农 带 农 效 果 明 显 。 据 测

算，一个返乡创业创新项

目平均可吸纳 6.3 人稳定

就业、17.3 人灵活就业。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

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

是关键。近年来，随着各

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

强化，各地乡村产业不断

壮大，以及农村改革不断

深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

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

差 距 不 断 缩 小 。 从 总 量

看，2020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 3.8%，

达到 17131 元，较 2015 年增加了 5709 元。从结构看，

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四个轮子”更趋协调，不仅务农

收入在增长，外出打工、返乡创业、盘活资源等成为农

民增收的新亮点。尤为可喜的是，脱贫地区农民收入

增长较快，“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7.87%，高于全国农

村平均水平 1.87 个百分点，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

但也要看到，当前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仍然面

临挑战。从城乡收入差距看，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在逐步缩小，已从 2010 年的 2.99∶1 缩小到 2020 年的

2.56∶1，但绝对差距依然不小，区域间收入差距也依然

明显。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作为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其带动能力在逐渐减弱，而

农村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带动

广大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与此同时，财产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虽然因农村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仍将呈现持

续增长的态势，但也难以在短期内发挥农民增收主渠

道的作用。因此，既要积极拓展农民增收新渠道，寻找

助农增收新动能，也要着力构建长效机制，确保农民持

续稳定增收。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

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促进农民持

续稳定增收，要让收入构成的“四个轮子”一起转。持

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稳

住家庭经营收入这个农民收入基本盘；大力发展富民

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着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

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完

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供给，加强民生保障力度，着力增

加转移收入。还应注意的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要让

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都能得到提高，不要让平均数掩

盖了大多数。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是“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促农增收的动力

更加强劲，让广大农民更加富裕，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

子，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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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R

■话说新农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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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万亩

茶园基地里，26 个家庭 90 多人参加了

采摘春茶以及学茶艺、品新茶等亲子

采茶体验活动。

图为游人在茶垄间采摘春茶。

陈仕川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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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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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顾仲阳）专家预测，部分地区短时局

地高温、大风天气增多，火险等级逐步趋高，特别是华东、

华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四至五成，火灾风险不断加

大，今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形势严峻。为压实各方责

任，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今年国家林草局将派专人对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大森工集团实行全

覆盖包片蹲点，并召开专门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这是记者近日从全国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获悉的。

国家林草局要求强化责任落实，把建设“省—市—县—

乡（镇）—村—护林（护草）员”六级包干的网格化管理责任

机制作为重点，建立华北、华南、西南等重点省区间联防机

制，推动森林草原防火责任制与林长制深度融合。各级林

草部门要以防范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重特大森

林草原火灾发生为重点，认真落实“防灭火一体化”要求，采

取强有力措施，确保春防全胜。为严防发生“山火进城”“家

火上山”，在全国范围统一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

火行为专项行动。

国家林草局

包片蹲点做好春季防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