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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油茶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障粮油安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着力扩

大油茶种植规模、扎实做好油茶产业补链延链

强链工作，推动江西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制

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从种

植端发力，推广良种良法，提高油茶产量；从加

工端发力，优化初加工，推进精深加工，培育龙

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从营销端发力，满足消费

者多层次多元化需求，让油茶产品走俏高端市

场，构建种植生态化、集约化，加工规范化、现代

化，产品品牌化、高端化的油茶产业发展新格局。

到 2025 年，全省油茶林总面积力争达到

1988.6 万亩，其中高产油茶林面积达到 1000 万

亩，山茶油产能达到 45 万吨，辐射带动 200 万

户农户，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油茶种植规模

和质量显著提升，富民增收作用明显增强；建

设 高 产 油 茶 科 技 综 合 示 范 站 3 个 、示 范 基 地

350 个、油茶服务中心 35 个，科技创新能力不

断提升，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江西山茶

油产品进入高档商超、高端餐厅等销售渠道，

培育年销售额超亿元龙头企业 15 家，线上销售

额比 2022 年翻两番，山茶油品牌价值位居同行

业前列；建设油茶产业示范园 1个以上，改造提

升 山 茶 油 加 工 小 作 坊 100 个 ，综 合 产 值 突 破

1000亿元，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高。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油茶资源扩面提质行动

1. 加强种苗生产和质量监管。推进油茶

种业振兴，加强油茶新品种选育、良种壮苗生

产和成果应用，制定油茶大苗培育技术标准，

支持建设油茶种质资源库，新（改）建油茶良种

专用采穗圃 15 处，建设省级示范保障性油茶苗

圃 5 处，确保良种苗木年生产量稳定在 1亿株以

上，其中 2年生容器壮苗出圃量 8000万株以上，

充分保障油茶生产用苗。加大油茶种苗质量监

管执法力度，重点查处销售假冒伪劣、无证经营

油茶种苗等违法行为，全面提升种苗质量。

2. 扩大高产油茶种植规模。加快油茶产

业发展，强化目标责任，大力推行良种良法，确

保高质量完成油茶生产任务。到 2025 年，完成

新增油茶林 428.2 万亩、改造低产油茶林 265.3
万亩，高产油茶林面积稳定在 1000 万亩以上，

进入盛果期后鲜果产量达到 600公斤/亩以上。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油茶种植基

地水肥灌溉设施建设，提高油茶抗旱保墒能

力。各地尤其是油茶重点县（市、区）要加大对

油茶林基地道路、灌溉、电力通讯设施建设的

支持力度，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指导种植户、合

作社和企业采购油茶农机设备按政策享受补

贴，不断提升油茶种植基地的机械化水平。到

2025 年，新修生产作业道路 1000 公里、新增建

设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基地 10 万亩，推广油茶

机械设备 1000台（套）。

4. 创建江西山茶油庄园。支持有条件的

企业高标准创建江西山茶油庄园，分品种生产

高品质风味山茶油，满足消费者对油茶和高品

质山茶油产品的需求。深化与主流电商平台、

大型商超合作，高标准、高品质建设合作示范

农场、数字农业基地，推动油茶种植基地产销

对接，提高效益，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5. 强化科技综合示范。加强现有油茶科

技成果推广运用，组装配套新成果新技术，以

良种繁育单位为主体，建设不小于 500 亩的高

产油茶科技综合示范站 3 个；在 35 个油茶重点

县（市、区）各建设 300 亩左右的高产油茶示范

基地 10 个；综合示范站和示范基地要从品种配

置、间作套种、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机械抚

育和采收等种植全过程进行科研示范，进入盛

果期后鲜果产量达 800公斤/亩以上。

6. 加强科技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县乡两

级油茶技术服务能力建设，推行科技特派员制

度，加大油茶种植技术培训，开展油茶产业全

链条科技服务，培育一批油茶“乡土专家”。加

强从事油茶营造林、茶果初加工和销售等社会

化服务组织建设，在 35 个油茶重点县（市、区）

至少各组建油茶服务中心 1 个，不断提升科技

服务水平。

（二）实施油茶产业转型升级行动

7. 建 设 油 茶 产 业 示 范 园 区 。 在 赣 南 、赣

西、赣东北、赣中四个片区，支持油茶重点县

（市、区）采取市场化运营方式建设具备良种繁

育、高产示范、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绿色金融、

品牌推广、油茶交易等多种功能的油茶产业示

范园区。大力培育集油茶种植、加工、科技创

新、市场营销等全产业链发展的领军型龙头企

业 和 单 项 实 力 领 先 的 成 长 型 龙 头 企 业 。 到

2025 年，建设油茶产业示范园区 1 个以上，培

育年销售额超亿元龙头企业 15家。

8. 加 强 油 茶 精 深 加 工 和 衍 生 物 综 合 利

用。支持油茶企业优化工艺技术，开发高品质

风味山茶油；研发油茶化妆品、保健食品、生物

医药、洗涤日化品、生物农药、石油建筑产品等

精深加工产品，以及油茶花相关产品，延伸产

业链条，提高油茶产品附加值和综合利用率。

到 2025 年，研发油茶精深加工和衍生物综合利

用产品 10个以上。

9. 推进山茶油加工小作坊改造升级。支

持符合条件的山茶油加工小作坊规范生产流

程，更新生产设备，提升生产能力，生产符合食

品安全要求的山茶油产品。开展山茶油市场

整顿，规范山茶油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查处掺

杂掺假、虚假标识等违法行为。到 2025 年，改

造升级山茶油加工小作坊 100 个，全省山茶油

市场秩序明显规范。

（三）实施山茶油市场开拓行动

10. 加强山茶油品牌建设。统筹省内山茶

油品牌资源，采取“政府引导、协会搭台、企业

主导”运营模式，整合重塑各地山茶油品牌，建

立品牌协同宣传机制，不断制造营销热点，激

发品牌活力。开展山茶油生态认证、气候品质

评价，提高品牌的生态含量。对“江西山茶油”

省级公用品牌，聘请国内顶尖专业策划团队，

开展整体策划和营销，逐步提升品牌市场影响

力。到 2025 年，全省构建起以“江西山茶油”省

级公用品牌为引领，区域公用品牌、企业知名

品牌为一体的品牌体系，全省山茶油品牌价值

位居同行业前列。

11. 加强线上营销平台建设。与主流电商

平台合作，建立“江西山茶油”自营店、旗舰店，

加大油茶产业人才培训及商家培育，组织参与

大型电商促销活动，监测产品销售量、复购率、

消费人群等关键因子，指导企业调整产品规格

和品类，有效扩大山茶油产品市场销量。充分

利用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平台，积极引导

山茶油相关企业入驻电子卖场，鼓励采购人采

购山茶油产品。

12. 拓展线下营销渠道。加强与国际国内

高档商超对接，积极寻求与高端餐饮企业合

作，在南昌和一线城市开设“江西山茶油”线下

体验店，争取更多山茶油产品列入“赣出精品”

“赣鄱正品”“帮扶产品”名单，不断拓展全省山

茶油产品线下营销渠道。

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由江西现代林业产

业示范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全省油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研究解决实施油茶三项行动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各

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油茶产业工作的日常推进、

调度、评估等工作。各地要强化组织领导，细化

工作方案，落实配套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二）强化科技支撑。采取“揭榜挂帅”、公

开竞争等方式，支持各类科研主体，开展油茶

良种选育等基础性研究、农机装备等应用技术

研发、衍生物等精深加工开发等，以科技创新

促进全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省油茶

产业创新联合体作用，加强油茶产业科技协同

创新，支持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

制定山茶油生产和检验相关标准，完善油茶产

业标准化体系。组建江西山茶油产业联盟，推

进全省山茶油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稳定品质，

保障供应，提升全省山茶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强化政策支持。遵循“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原则，支持各地在政策框架内依法依

规利用好中央和省级财政林业、乡村振兴、农

业农村、预算内投资等现有资金渠道，采取以

奖代补、先建后补等多种形式完成油茶林营造

任务，推动油茶科技综合示范站、示范基地以

及江西山茶油品牌等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

油茶项目申报专项债券资金需求。充分发挥

中林赣投集团作用，利用国家储备林等政策支

持油茶基地建设，切实推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有关部门要在项目用地、设施建设等方面

给予支持，符合要求的油茶龙头企业同等享受

江西省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

（四）加强金融服务。各类银行机构要加

大信贷支持，对油茶新造、改造和基础设施建

设，开发长周期、低利率的政策性贷款产品；对

油茶种植企业和社会服务组织，推出小额信贷

产品，支持油茶种植、收储等。保险机构要加大

油茶保险工作力度，完善理赔机制，加强管理服

务。鼓励担保机构创新开发油茶产业融资担保

产品，金融企业探索开发油茶供应链金融产品。

（五）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发掘整理特色

油茶历史文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举办油茶文

化节（产业博览会）等节庆活动，推动油茶产业

和油茶特色文化融合发展。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大力宣传油茶产业扶持政策，加强推介油茶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普及山茶油高品质特点

和使用功效等知识，及时总结推广油茶产业发

展经验做法，为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近日，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西省推动油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年）》，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现将《行动计划》予

以公开发布。

江西省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沉浸式书香银行，让金融服务有温度
——华夏银行南昌分行打造书香营业部侧记

文明汇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华夏银

行致力于打造沉浸式书香银行，受到广大市

民的点赞。据了解，2023 年初，随着华夏银

行南昌分行新办公大楼的投入使用，一家沉

浸式书香营业部也正式对外营业，对全民开

放。该分行地处赣江北大道，是八一大桥桥

头地标性建筑，东临赣江，与江南三大名楼

之一滕王阁隔江相望，亦比邻南昌市新三馆

——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科技馆。

当城市的暖阳洒向桌面，微风穿过窗

户，书页轻转翻动，发丝随风轻扬，阅读着的

人和看见的人便心底都装满了欢喜。随着

华夏银行“书香营业部”的落成，“书香华夏”

便有了客户选择的最好理由。

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初心图书馆初心图书馆””读书角读书角 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初心图书馆初心图书馆””全貌全貌

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办公大楼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办公大楼

华夏银行“初心图书馆”
滋养着城市的文化底蕴

走进华夏银行南昌分行二楼营业部，映入眼

帘的是一面特色的书墙，书墙上陈列的图书种类

丰富，有人物传记、小说、历史、人文、科技和儿童

图书类等，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人群的需

求，书墙旁有白色的长条书桌，蓝灰色的软椅，俨

然一个具有浓厚书香的城市图书馆。

临江窗畔是可商务、可休闲亦可轻松会谈的

半开放式卡座区，这里的水吧台为所有在此驻足

的客户提供咖啡、茶饮、点心等，在这里您可

以品一杯咖啡、饮一盏茶，洽谈、闲聊、

安静地阅读，亦或欣赏江

畔 美 景 ，美 好

而惬意。客户可以把这里当作书吧、咖啡厅或者

是茶室，总之，这里是一个客户可以安放心灵的休

憩之地。

笔者在“初心图书馆”走了一圈都没有发

现柜台，那在这阅读或者休闲的时候，如若有

人到华夏银行办理业务怎么办？在北面是一

幅精美的山水画，取“远山如黛近水含烟，薄雾

轻拂初阳淡”之意。“若是不提醒，真不知道柜

台就藏在这幅画里”，一名前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惊喜地说道。

金融是财富，文化是精神食粮，当金融与

文化相遇，是美好。

书香银行碰撞“书香赣鄱”
成网红打卡点

自华夏银行南昌分行这家“初心图书馆”

营业后，凭借“金融+文化”的跨界魅力，很快成

为南昌新晋网红打卡点，吸引了客户及市民慕

名前来体验。

据了解，“初心图书馆”有近 1900 平方米的

面积，其中三分之二都用作阅读、休闲，可容纳

百余人，目前这里已经举办过多次阅读活动。

“在我们这里，客户不仅可以办理业务，还

可以利用排队等候的‘碎片化时间’，阅读书籍，

提升文化品位和个人修养。另外，我们也对全

民开放，在附近的市民游客都可以来休憩、阅读

等。”华夏银行“初心图书馆”负责人说。

每一层楼都有读书角
让文化深入人心

走进华夏银行南昌分行的大楼，感受最深

的便是书香气息浓厚。为贯彻落实“书香银行”

工作理念，让金融服务有深度更有温度，华夏银

行南昌分行办公大楼每层楼都设有阅读区，称

为楼层读书角，通过书香浸润人心，让阅读点亮

银行。

华夏银行“初心图书馆”的打造是积极响应

国家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号召，

也是践行“建设书香赣鄱”理念的行动，以此大

力弘扬崇文尚读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引导人们不断涵养文化自信、提升思想

境界、增强精神力量，为勇担新使命、谱写新篇

章提供有力文化支撑。 （周润林）

（图片由华夏银行南昌分行提供）

“旅游警务”护航景区发展
本报萍乡讯 （全媒体记者钟进文 通讯员欧阳宜）暑期旅游旺季，萍乡

市杨岐山核心景区游人如织，民警穿梭巡逻。今年以来，随着旅游市场人气

渐旺，上栗县公安局杨岐派出所立体化推进“旅游警务”，为游客保驾护航。

杨岐派出所协同景区相关部门围绕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开展常态

化、高密度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强化安保人员配备基础上，

增加了巡逻车、无人机等设施设备。指导景区升级了智慧监控平台，安装

了智慧门禁、智慧广播系统，新增视频监控点位126个，实现重点区域全覆

盖。与此同时，通过警民屋场贴心会强化对周边村民的法律法规宣传，发动

30余名“栗安义警”参与景区外围的日常巡查，共同维护景区良好治安环境。

近两年来，景区内未发生治安事件，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加强民宿消防安全管理
本报奉新讯 （通讯员王力磊）为进一步规范民宿、农家乐等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奉新县住建局组织人员

深入该县旅游景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技术人员重点围绕消防基础设施、灭火器材、安全疏散、电气安全、

人员值守等进行全面核查。同时，对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火灾报警、

初起火灾扑救、疏散逃生等进行现场科普。本次共检查 6 个乡镇 17 家民

宿，累计排查消防安全隐患 71 个，出具指导意见 13 份。通过全面排查，

有效消除了民宿消防安全隐患，增强了民宿业主消防安全意识。

8 月 28 日，学员在兴

国 县 一 家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学 校 参 加 育 婴 师 培 训 。

近 年 来 ，兴 国 县 依 托“ 兴

国表嫂”家政服务品牌，引

进专业培训机构，根据市

场需求，开设育婴师、面点

师、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

员等培训班，促进城乡妇

女劳动力转移就业。

特约通讯员 陈 鹏摄

技能培训
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