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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安化县委、县政府领
导都清醒地认识到，绿水青山
是安化最大的资源优势和发展
优势。他们在大刀阔斧谋发展
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保生态，
做到保护绿水青山，带来金山
银山。

为了加强全县生态建设，
近10年安化县平均每年完成
造林面积均在5万亩以上，林
地面积由585万亩扩大到604
万亩，增加了19万亩；森林
覆盖率由 74.04% 增加到了
76.1％，增长了 2.06 个百分
点；森林活立木蓄积量由
1217 万立方米增加到了 1695
万立方米，增加了478万立方
米。尤其是该县结合自身产业
特点，创新实施“茶叶与珍稀
树种混栽模式”，受到国家林
业局的肯定，被列为新一轮退
耕还林典型技术模式，在全国
推广。该县南金、马路、小淹
等乡镇实施茶树纯林模式和茶
树+珍贵树种混交模式，生态
和经济效益兼顾，既可使青山
常绿，又可获取高于坡耕地种
植农作物的收入，茶叶3年后

进入初产期，5年后进入盛产
期，每亩年产值达 8000元以
上。而实施茶树+珍贵树种混
交模式造林，经济效益更佳，
珍贵树种（楠木、血椆、榉
木） 40 年后达到主伐年龄
时，按预测产木材3立方米/
亩，按市场同等单价 15000
元/立方米计算则亩产值为
45000 元。珍贵树种（紫薇）
培育10年后，作为园林绿化
苗木出售，按市场同等单价
1200元/株计算，则亩产值为
27600元。培育珍贵树种，扭
转了以往重用材林、轻经济林
的格局。目前，安化县森林覆
盖率达 76.17%，拥有“全国
绿化模范县”等 10 多项荣
誉，森林生态效益达 368 亿
元，实现了林业发展既“长
绿”，又“长钱”。 2014年至
2015 年，安化县被评为国家
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县。

打造宜居城市品牌、建设
美好家园，则是安化的又一重
大举措。全县围绕“二区四园
一带一街”，着力绿化美化县
城。“二区”即县城北区和南

区，“四园”即萸江森林公园
（包括黄龙寺）、月形山森林公
园、莲台农家生态休闲园和鲶
鱼洲湿地生态公园，“一带”
即滨江两岸绿化风光带，“一
街”即黄沙坪黑茶文化街。安
化县还建成了7个省级“园林
式”、12个市级“花园式”和
120个县级“花园式”单位。
几年奋力拼搏，县城建成区森
林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绿地
率、人均公共绿地分别达到

66.5%、40%、36.4%、18.2 平
方米，县城中心区人均公共绿
地达11.3平方米，均高于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标准。与此
同时，近郊区环城生态屏障和
横亘县境东西的“百里画
廊”，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让
山水生态新城魅力四射。

依托青山绿水资源，安化
县现已建成国家等级旅游区4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国
家森林公园1处、国家湿地公
园1处、国家地质公园1处。“山
水胜地，心灵家园”，到过安化
的游客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雪峰巍峨，资水悠悠。

青山绿水环绕下的古城安化，有历史悠久的梅山

文化，有世界独享的安化黑茶，有旖旎秀美的自然风

光。然而，千山万水的阻隔，让这里一度因为交通闭

塞而发展缓慢，成为国家级贫困县。

千百年来，大山深处的人们一直怀揣着对美好生

活的梦想，争取幸福明天。近年来，历届湖南省安化

县委县政府描绘了绿色崛起、后发赶超的宏伟蓝图，

以黑茶产业为依托，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积极促进茶

旅文一体化，走上了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

随着中央吹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集结号，国
家级贫困县安化奋勇争先，县委县政府团结和带领
103万安化人民，开启了全新的发展之路。
“我们必须以当仁不让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

紧迫感，围绕脱贫攻坚建成小康这个总目标，大力
实施以加快交通攻坚、产业转型、城镇升级、生态
提质为主要内容的‘四轮驱动’战略，努力建设畅
通、宜游、秀美、富裕新安化！”9月初，在中国共
产党安化县第十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县
委书记熊哲文代表新一届县委发出了最强音。

负重前行，方显英雄本色。
交通攻坚的目标，就是在未来5年的时间内，

基本解决千百年来制约安化的交通瓶颈，让“安化
交通不便”永远成为历史。按照“发展高速、畅通
路网”的总体思路规划交通建设，基本实现全县所
有乡镇30分钟上高速、1个小时到县城的目标。加
快建成二广高速、官新高速安化段和马安高速，打
通安化对外的全部主要通道。让安化人民倍感振奋
的是，今年底二广高速将全线通车。

产业转型是新常态下稳增长的根本之策。安化
县将全力推动产业向集聚化布局、向规模化发展、
向中高端迈进。按照“优基地、强品牌、提品质、
拓市场”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强茶产业，到2020年实

现茶业综合产值300亿元、税收5亿元以上，成为
千亿湘茶产业的龙头。坚持“规划引领、做实项
目、突出重点、构建全域”的战略思路，打造中国
黑茶养生休闲度假胜地和全域旅游重要目的地，实
现年旅游产值突破50亿元。此外，持续做深矿产
业，稳定农业，发展中药材等新兴产业。

城镇升级的核心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安化
县将围绕“一核两副引领、一江三路多点提升”的
县域城镇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县城、中心镇、建制
镇、乡集镇、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梅山古国、生态
茶城、边贸重镇等城市规划的设计，积极传承历史
文脉，丰富城镇建设理念，彰显城镇个性。积极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增添中国最美小城神韵。

生态提质在于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安化县将全
面深化绿色发展理念，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
地资源，加强全域生态治理和修复，积极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县。继续申报雪峰湖国家公园，把资
江、雪峰湖以及平顶界至乌云界山系、九龙池至五
龙山山系、扶王山至芙蓉山山系作为全县的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构建“一江一湖三山”生态安全格局。加
快石漠化地区和老矿区等地质灾害点治理，提升防
灾减灾能力。立足安化青山绿水和黑茶、中药材等生
态产业优势，积极谋划打造大健康产业。

安化县马路镇千秋界村民邓秀山，长期依靠几亩
田土度日，身体也不硬朗，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户。但
2011年开始，在镇上干部的鼓励和当地企业的支持
下，他开始承包村上的20亩茶园基地。刚开始时，
自有资金不足，镇上想方设法给他申请各种补贴和贷
款，村上企业千秋界茶厂也免费为他提供茶苗和肥料
等，还给予技术指导，让邓秀山走上了致富路。从
2014年开始，邓秀山的茶园丰产，平均每亩纯收入
超过7000元。他又陆陆续续把自家的一些山地开发
成茶园，到2015年，总面积达到30亩，每年纯收入
近20万元。几年下来，邓秀山修建了新房子，买起
了小汽车，变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先锋。

近年来，像邓秀山这样通过茶园致富的安化贫困
群众比比皆是。

安化黑茶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后，县委、县政府
便通过各种政策鼓励群众种茶，按照种苗基地2000
元/亩、新建基地1000元/亩、老茶园改造500元/亩
的标准，对茶农进行补贴。一些龙头企业也建立了企
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支持散户种茶。在多重刺

激下，安化茶农种茶积极性空前高涨，参与茶产业的
人数暴涨，因茶而富者万千。
“目前，我县茶产业仍处于稳步发展期。至今年

9月底，我县茶叶加工总量4.9万吨，实现综合产值
98亿元，茶产业税收1.1亿元。根据发展态势，预计
全年全县茶叶加工总量突破6万吨、综合产值达130
亿元，建设茶园基地2万亩以上，全县从事茶叶及关
联产业人员32万人，茶产业税收1.6亿元。”安化县
县委书记熊哲文表示，正是黑茶产业的大力发展，铺
就了安化精准扶贫之路，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脱
贫致富。为整合资源，近３年来，50家以上的安化
黑茶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筹资2亿多元，解决了
近10万贫困人口的发展难题。

目前的安化县，80%的贫困农户都拥有茶园。据了
解，茶农新建1亩茶园约需投资5600元，一般三年开始
小受益，四年后全面丰产，每亩产值可达13500元，纯
收入7500元左右。近年，贫困农户仅因茶增收就达人
均1800多元。通过发展黑茶产业，引导人们从事黑茶
生产与加工制作，安化县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今年国庆期间，安化县马路镇云台山
村沸腾了。“7天时间，至少平均每天有
2000人次的游客来这里，几个农家乐都
爆棚了。”村支书邓中跳告诉记者，自
2011 年村上提出茶旅文一体化发展后，
夯实了基础设施，开辟了3000多亩高产
有机茶园，引进了3家规模茶企业。云台
茶园美和云台黑茶好已经家喻户晓，旅游
产业持续升温。2014年开始，平均每年
至少10万人次以上游客来到村上，看茶
园，品黑茶，欣赏自然美景。村上也通过
各种途径，对上山公路实行了硬化、绿化
和亮化，引进了英雄公园项目，改造了山
上的真武寺，发展了7家农家乐，完善了
各种配套设施。5年以前，村上 1100多
人，有将近400人依靠外出打工谋生，人
均纯收入不到3000元。如今，几乎无人
外出打工，村民们都从事与茶叶和旅游相
关的产业，绝大部分拥有茶园基地，有的
在3个企业打工，有的开起了农家乐，人
们生活大变样，人均纯收入达到9000元。

云台山村的茶旅文一体化发展模式，成
为安化县典型发展模式。今年初，安化县把
云台山村确定为全县茶旅文一体化发展示
范村，大力推广茶旅文高度融合发展模式。

在茶旅文高度融合上，安化县做足了
文章。该县先后启动茶马古道、中国梅山
文化园、黄沙坪黑茶小镇、百里画廊、云
台山龙泉洞等景区建设。梅山文化园环园
游步道完成70%，启动了综合接待楼和梅
山茶园建设。云上茶旅文化园完成了茶体
验中心建设和停车坪的美化、绿化、亮化
工程。白沙溪茶厂博物馆、新厂房等旅游
扩建工程顺利完成。中国黑茶博物馆已经
开馆，完成了停车场、旅游厕所、观景台
等配套设施建设。

“天下黑茶，神韵安化”成为旅游发
展主题。安化县进一步完善一批茶旅重镇
的规划和市政设施，重点支持标准化茶
园、骨干茶企以及茶旅基础设施建设。围
绕提高旅游接待能力，适应生态旅游发展
的需求，重点抓好茶马古道国家5A级景
区和梅山文化园4A级景区创建，辰山绿
谷禅茶旅一体化开发和云上茶旅文化园、
龙泉洞景区建设，不断提高旅游知名度。
充分发挥资江两岸“生态茶廊”的优越地
理条件，完善设计方案，整合项目资源，
在推进公路沿线美化绿化的同时，间隙种
植相关藤蔓植物，逐步打造全球最长“森
林隧道”景观品牌。利用好中国?安化黑
茶博物馆这张新名片，提升服务意识，广
纳四方游客，展现安化最具特色的本土文
化，将安化打造成以黑茶文化体验游为核
心，以亲水生态休闲游、梅山探秘游为补
充，集养生度假、山水观光、文化体验、
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茶旅文高度融合，火了安化旅游。4
月16日至17日，人民日报等25家省内外
新闻媒体共83人在安化进行了为期两天
的采访报道，将安化黑茶文化和梅山文化
在镜头下展现得淋漓尽致。4月 27 日，
“环行洞庭”媒体宣传报道组在湖南卫
视、湖南经视黄金档现场直播了以“体验
一片好茶的旅程”为主题的安化茶旅一体
盛况。今年8月1日至2017年 1月 31日，
安化黑茶广告在央视一套、四套、九套及新
闻频道栏目中播出。为宣传推广梅山文化，
推出全省12条精品旅游线路之神韵梅山，
8月2日至5日湖南经视《有什么好玩》栏
目专程在安化进行摄制。国庆期间，湖南
经视特别连线直播报道安化，在午间新闻
和经视新闻两个黄金时间段播出。

① 四轮驱动，实现脱贫梦

② 一片茶叶，铺就一条精准扶贫路

茶叶、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山城蜕变换新颜

刘刚贵 刘翼张

③ 茶旅文融合，山城迎来发展的春天

④ 保护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

安化古村落

梅山文化生态园

云台山观景

黑茶博物馆

云台山茶园基地

凤凰岛茶园

茶叶种苗基地

梅山生态园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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