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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走好我市走好““绿富双赢绿富双赢””生态发展新路径生态发展新路径

近日，记者在龙山镇雅贵村耀樟

家庭农场看到，60 余亩油茶树郁郁葱

葱，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30多名

工人正忙着采摘油茶果，确保丰收的

油茶“硕果归仓”。

“今年受天气影响，油茶果个头比

去年小一些，但个数比去年多，产量大

概 3.5 万公斤，和去年差不多。”耀樟家

庭农场负责人王际学告诉记者。

13年前，王际学向村集体承包土地

种植油茶开始，通过“村集体+基地+农

户”经营管理方式，让曾经闲置土地和荒

山“活”了起来，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各

方效益也日益凸显。

明年，王际学还将进一步扩大种植

面积，尝试引进其他油茶品种，提升油

茶质量和品质，增加油茶产业效益。“作

为绿色健康食品，茶油一直都很受市场

欢迎，价格也一直保持在每公斤120元

至140元左右，经济效益略高于其他食

品。”王际学说。

立冬时节，油茶花迎来了盛开的

季节，漫山油茶树上，洁白如雪的花瓣

与金黄色的花蕊交相辉映，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画卷。在前不久开展的钱王

古道越野赛中，越野爱好者们沿花海

前行，向山而跑。

与耀樟家庭农场不同，舟山镇铜山

村有着悠久的油茶种植历史，特殊的地

理环境和土壤条件为油茶生长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环境，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便有铜山村油茶树种植的记载，但向森

林要油脂可不是件易事，一般而言，2公

斤油茶果可获得0.5公斤油茶籽，2公斤

油茶籽只能榨出 0.5 公斤山茶油，根据

调研数据显示，铜山老油茶林有油茶树

2.5万株，其中百年油茶树有数十株，但

现今的山茶林因树龄老化、经营管理程

度不够，大部分为低产林。

如何让老油茶林重焕往日风采，

走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呢？

今年铜山村计划以村集体名义申报

2025 年市级油茶造林项目，统一改造

油茶林，并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经营，

与油茶林下的三叶青形成林下种植新

模式，提高林业经济附加值，真正实现

“一亩山万元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也将积极做好低产低效林改造，提

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鼓励引导更

多农民参与到油茶产业中来，让油茶

树成为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同时，该局将以国家林草装备创

新园打造为契机，在高枝换冠、苗木嫁

接等低产低效林改造方面探索新技

术、新方向，鼓励支持企业聚焦“卡脖

子”问题，解决农民迫切需要、企业愿

意攻关的关键问题，逐步满足油茶生

产各环节生产机械化需求，延长产业

链条，以油茶机械化转型升级助推油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月 13 日，记者在龙山镇吕南宅

一带油茶造林标准示范基地看到，去

年种下的油茶苗开始定根生长，不少

树苗挂满花朵。一旁的管护人员正在

摘除花蕾，加快幼树生长。

眼前梯田状的油茶松林，曾是有

较大森林火灾隐患的茅草山。去年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该地通过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一股份两平台”模式试

点，引导农民把依法获得的林地经营

权转化为股份，通过参股经营等方式

进行企业化运作，变分散的林地资源

为联合的投资股本，既保障生态环境，

也能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壮

大村集体经济，还为林业发展注入活

力。如今，易燃的茅草被一棵棵油茶

树取代。

松树林下种油茶是我市充分利用

林下土地、空间资源，探索出的林下种

植、林下休憩等“一亩山万元钱”立体

复合经营模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油茶实生树一般4-6

年开花结果，6-8 年后逐渐进入盛果

期 。 一 般 盛 果 期 平 均 亩 产 油 茶 果

600-1500 公斤，优良新品种亩产茶果

2500公斤以上。今年该局还在该地进

行油茶和马家柚的复合种植，不断提

高林地资源的有效附加值。

“油茶+”的种植模式，有效促进了

油茶产业扩面增质，真正将“绿水青山”

转化成“金山银山”。在永康市龙月家

庭农场香榧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可见

香榧林间穿插种着油茶树，漫山遍野，

绿意盎然。“香榧和油茶都有较高收益，

过几年油茶挂果了，收益会更高。”看着

漫山的香榧油茶林，该农场负责人任笑

容充满期待。

谈及为何在香榧林里套种油茶，该

负责人表示，香榧是乔木树种，油茶为灌

木树种，高大的香榧林能很好地为油茶

初期生长提供阴凉处，而且该香榧基地

土质多为风化岩石，相对疏松，而油茶耐

旱、耐涝、耐贫瘠，生命力极强，对荒山等

生长地适应力也较强，复合种植也能有

效防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油茶是兼具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果，除了能改善生态环境外，其茶油

作为一种环保绿色的食用油，深受市

场欢迎，目前市场的需求量也在不断

增加。值得一提的是，有“东方油橄

榄”美称的油茶全身都是宝，其种子可

以榨油、油茶壳是很好的燃料、油枯作

为肥料能有效增强土壤肥力助于农作

物生长。

今年是浙江省油茶三年行动承前

启后的关键之年，我市以林长制为抓

手，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大力推动

油茶种植和实施油茶产业低效林改

造，念好“山”字经、做足“林”文章，推

动我市油茶产业成为综合效益好、可

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今年我市共完

成 1070 亩油茶种植面积，目前全市共

有油茶种植面积5000亩左右。

“油茶+”模式
实现产业扩面林下生“金”

持续发力
助力油茶三年行动

圆满收官

油茶生产对缓解食用油料供需矛

盾、保障国家粮油安全等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2025 年是浙江省油茶三年行

动收官之年，为实现油茶三年行动圆满

收官，我市继续从政策、渠道等方面最

大限度地为油茶产业的发展壮大保驾

护航。

每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都会

紧扣油茶种植任务目标，层层分解任

务，细化责任分工的工作机制，将任务

分解到各镇（街道），在不占用耕地（包

含预备耕地）的前提下，结合松材线虫

病疫木除治、森林防火隔离带建设、低

产低效林改造等闲置林地上，充分挖

掘用地潜力，拓展油茶发展空间，并鼓

励引导村集体和个人在疏林地、灌木

林地、果园地、竹林地等闲置土地上种

植油茶。

油茶种植成本高,收益期长是限制

该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为打破这一

瓶颈，我市实行“先建后补、以建代补”

的资金政策，由土地所有权人提供土

地，市财政出资统一实施油茶造林，实

行“一种管三年”管理模式后移交土地

所有权人继续管理。同时对新种植油

茶 10 亩(油茶良种、苗龄二年 55 株/亩

以上)以上的规模主体，周年后造林成

活率达85%的，按实际种植面积一次性

补助 2000 元/亩；对已种植油茶基地实

施改良品种连片 10 亩以上的，一次性

补助1500元/亩。

“我局还将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为契机，推行以股份合作为主导的林

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创新‘林权变股

权、农民变股东、收益有分红’利益联结

机制，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林农

收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

局长舒红光说。

2025 年纳入市级油茶造林项目已

开始申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欢迎各

村集体或林农有荒山荒地、荒废果园尚

未开垦的，与国土绿化科咨询项目申报

内容，共同实现“荒山变青山，青山变金

山”。联系电话为：0579-87140272。

扩面提质
小油茶链起大产业

昔日满山荒，未来满眼
绿。在我市油茶种植基地上，一

棵棵油茶树长势喜人，沐浴着冬日暖阳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

油茶不仅兼具生态和经济效益，还是粮
油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以茶造林，
将油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来大力推动，稳步实施浙江省油茶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盘活“沉睡”的荒山资源，让昔日

荒山变身“金山银山”，让油茶成为百姓
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乡村振兴的新

动能。

成熟的油茶果成熟的油茶果

盛开的油茶花盛开的油茶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