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输血”传统产业 打造10亿产值
江北帮扶册亨，让山茶油穿越千年再书养生传奇

尽管已经是7月了，地处贵州黔西南的册亨县依然凉爽宜人，时阴时雨的天气让这里既不太干也不太湿，可以说是刚
刚好。册亨县西南部的巧马镇工业园区内，一家名为天香布依的油茶生产企业中，隆隆的机器声不断，机器声中夹杂着人
们说话的声音，如果仔细听，也许您可以辨认出几句熟悉的“灵桥牌”普通话。

这里是宁波对口帮扶贵州省黔西南州的一个重要支点。去年以来，宁波市江北区累计投入2150万元油茶扶贫资金，
帮扶册亨县打造产值达10亿元的油茶全产业链。如今，一瓶瓶健康养生的山茶油已经从这里走进千家万户，当地的民众
也借此踏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

每年入秋后，山茶树上成熟的果实一颗颗掉进泥土中、
松针下、草丛里，农民背着背篓上山，将山茶果（又称油茶籽）
捡回来，然后等着来自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的客商上门收
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是册亨县每年都要上演的场
景。原因就在于用山茶果生产的山茶油是公认的绿色健康
油，其成分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同时含有丰富的
角鲨烯、维生素E、多酶、甾醇等成分，具有降低胆固醇等多
方面的作用，绝对是保健佳品。

然而，每亩平均产量仅80多斤，收购价每斤不过寥寥数
元，对于辛苦采集的农民来说，只够补贴一点家用。而被收
购的山茶果加工成山茶油后，可卖到每斤100多元。

册亨县有1000多年的油茶种植历史，全县常年种植面
积达17万亩，其中百年茶树就有1万亩左右，“册亨红球”更
是因为品质上乘、出油率高，很受市场欢迎。但因为山多地
少、劳动力外流、茶农种植管护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组织
生产和市场拓展能力弱,当地油茶产品一直处于产业链最低
端，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山民们守着金山银山，却为他人
做嫁衣裳。

遍地山茶果，曾为他人做嫁衣裳

“前几天我又接到一个客商的电话，你知道他要多少货
吗？”天香布依油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璐满脸兴奋
地问前来进行技术指导的宁波百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才松。“150万元！”不待后者回答，他已经报出了数字。

天香布依油茶有限公司是册亨县油茶加工龙头企业，是
由宁波市江北区投入700万元扶贫资金建设的，去年开工，
到今年5月底就实现了投产，端午节期间试运行生产的5吨
山茶油被抢购一空。该企业计划年产500吨，按每斤100元
的出厂价计算，年产值将超过1亿元，是册亨县第一家年产
值破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7月8日，记者来到天香布依油茶有限公司。在巧马镇
的山坳里，两间簇新的厂房格外显眼。原料车间里，一袋袋
山茶果码放整齐，挑拣后的山茶果通过全封闭的传送带源源
不断地送到加工车间，通过物理压榨、精炼等加工环节后，最
后包装成一瓶瓶成品油出厂。

据黄璐介绍，工厂投产后，将对当地山茶果进行保底收
购，收购量可占全县总产量的40%以上，能解决大部分林农
山茶果的销售问题，预计可带动全县1000多户贫困户参与
油茶种植及经营，同时解决长期就业岗位50人、临时性用工
2000工时以上。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来自宁波的帮扶正在
改变册亨山茶果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尴尬局面。

建设龙头企业
把高附加值留在册亨

在册亨县城的另一侧，有一个名叫弼佑的镇子。这里与县城的距离和
巧马差不多，都是40多公里，但不像巧马那样通高速公路，车子从县城出发
要沿着盘山公路行驶整整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沿途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
好，没有任何工业，被称为“天然氧吧中的氧吧”。作为册亨县山茶果的主产
区，弼佑镇在当地的山茶油产业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生态位，同时也是帮扶
的重点区域。江北区在帮扶册亨县完善产业链、升级产业机构的同时，也积
极谋划扩大增量，利用科技的手段，把山茶果的产量提上去，为农民增收带
来最直接的效益。去年，江北在这里投入了400万元用于提升油茶产量和
品质，实行低产林改造、建设良种对比示范基地、建设苗圃基地等。

记者看到，在低产林改造现场，几名工人正在裁剪树枝。“这些都是寄生
枝，结不出果子，还吸收了茶树的大部分养分。”弼佑镇扶贫工作站负责人王
连凯说。当地农民因为缺乏相应的农业知识，舍不得砍叶修枝进行低产改
造。通过林地流转，江北区与弼佑镇对400亩油茶林进行示范改造。目前
低产林改造已经接近尾声，与未经改造的林地相比，这些修剪过的茶树挂果
明显要多得多。王连凯介绍，改造后亩产可达到200斤左右。“我们修剪的
时候，不小心剪到个别农民的承包林地上，他们当时还来和我们吵。现在，
大家都主动找我们‘抢名额’，希望我们能优先帮他们改造林地。”他说着忍
不住笑了起来。

同时，在江北帮扶建设的苗圃基地里，一株株良种树苗正在茁壮成长。
据弼佑镇党委副书记王光贤介绍，该镇1400余户贫困农户都可以免费领取
500株种植，每户贫困农户都将新增至少5亩的油茶种植面积，此举将帮助
他们实现增收脱贫。另外，江北区扶植的30亩良种对比示范基地已经建设
完成。这些移植来的油茶品种来自全国各地，预计有50多个品种，培育出
更好更适宜本地种植的油茶后，可以改良全县的油茶品种，让当地的山茶果
产量有一个飞跃。

改造低产林，观望的农民开始“抢名额”了

“扶持油茶产业，是宁波市谨慎而又科学的决策。”江北区帮扶干部、册
亨县副县长吴益统说。从小项目到大产业，从“输血”到“造血”，在江北区的
帮扶下，通过“制定一个规划，建设一个低产林改造示范基地，打造一个良种
繁育基地，投产一个亿元加工企业，撬动一个10亿油茶产业”的“五个一”工
程，实现当地的精准脱贫。

在交通便利的巧马镇建设亿元加工企业，在原生态的主种植区弼佑镇
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在紧挨着弼佑镇的秧坝镇，还将建设一个山茶果烘干
厂，通过全县布局，打造种、收、产、销的山茶油全产业链。在江北区与册亨
县的共同规划中，10亿元油茶产业链的形成，不但将有能力消化册亨全县
17万亩、8000吨油茶籽产量，带动现有4000多户油茶种植户增收，还将依
托自身高品质的优势抢占油茶市场话语权。

据了解，江北区今年预计追加茶油产业帮扶资金900余万元，累计帮扶
资金将达3000万元，“用3000万元撬动1亿元产值，再撬动10亿元产业
链，实现产业兴旺、人民富裕，宁波市与册亨县都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吴
益统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 蒋继斌/文 记者 张培坚/摄

全县布局，看一滴油如何撬动全产业链10亿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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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巧马镇山坳里的天香布依油茶有限公司新厂房。册亨县弼佑镇，清澈的山茶油和千年山茶树相映成趣。 天香布依公司山茶果压榨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