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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油茶的“前世今生”
“男女老幼齐上山，掰的掰，摘的摘，

腰里围个蛇皮袋，民间小调唱起来。 ”商城
县长竹园乡白沙岭上，白色油茶花朵朵盛
开，山区群众正欢声笑语喜摘油茶果。

花果同树，抱子怀胎，果实生长期
长达 400 天，这一神奇树种就是油茶。

深秋十月，笔者走进商城县，探访商
城油茶的渊源， 感受油茶给老区群众带
来的喜人变化。

从自给自足到走向市场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茶油， 从来不
在外面掏钱买油吃，每年家里都备一大
缸茶油，炒菜、炸面食都少不了它。 ”白
沙岭上，一位精神抖擞、正在捡拾油茶
果的老太太跟笔者攀谈道。

商城油茶历史悠久。据《商城县志》
记载，自明嘉靖三十年，商城已有利用
油茶的有关记录，而商城民间流传的对
油茶的栽培、加工利用技术比史料记载
的更为详尽。特别是商城县南部山区的
农民不仅世代掌握油茶的栽培和茶油

的加工技术，而且对茶油的食用、药用
性能以及茶籽榨油后的副产品———茶

饼的利用，都有独到之处。
随同采访的商城县林茶局副局长

乐俊峰告诉笔者， 之前因山区交通闭
塞，物质匮乏，这种“树结油”的野生物
种被发现后，其果实被榨油食用，成了
山民们重要的食用油来源。

与油茶打了 20 多年交道的乐俊峰
对商城油茶的发展历程了如指掌。 他
说，新中国成立后，商城曾有两次油茶
发展高峰期。 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灭荒造林时期， 全县响应号
召大量进行油茶直播造林； 二是 2008
年全国编制油茶发展规划，将商城纳入
油茶发展重点县后，要求全县每年新增
造林面积 5000 亩至 10000 亩。

开荒造林让商城油茶从萌芽走向壮

大，从野生状态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种植。
“种得多，结得多，打的油也多。 除

了自己吃、送亲戚，剩余茶油吃不完怎
么办？ ” 不能局限于自给自足，于是一
些脑子活络的种植大户把吃不完的茶

油用来换东西或者售卖以贴补家用，这
就是油茶经济的开始。

随着油茶的营养价值和功效不断

被认知 ，“茶油无污染 ”“吃茶油健康 ”
“吃茶油长寿”深入人心，购买茶油当食
用油的人越来越多。 看着茶油能卖钱，
山区群众种植油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于是， 商城县南部山区的房前屋后、荒
山野岭、山路两旁都成了油茶的天堂。

从政府组织种植到群众自发主动

种植，既是思想的转变又是群众发家致
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

茶油换钱交学费、盖房子、娶媳妇……
油茶树俨然成为山区群众的摇钱树。

从食用油来源到经济来源，从自给自
足到融入市场经济，商城油茶的历史嬗变
诉说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但不变
的是它始终承载着山区群众的生活重托。

从小打小闹到形成产业

当口粮变成商品的时候，必将促成
一个产业的形成。 两次发展高峰，让油
茶从小打小闹渐成特色产业。

脱贫攻坚，产业为先。新时期，作为
商城广大山区产业扶贫的抓手，油茶的
价值和地位被重新认知。

对于因病致贫的长竹园乡新建村村

民王云华来说，油茶给予了她生活希望。
王云华今年 57 岁， 之前开过小型

砖厂。 因丈夫患有冠心病，2016 年她家
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笔者见到她时，
她刚从山上打油茶回来， 虽略显疲惫，
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善于言谈的王云华告诉笔者， 她家
的油茶果已经摘完了， 这是在合作社的
茶山上给别人摘，一天可挣 120元工钱。
今年，她家采摘了 2000 多斤茶籽，能收
入 3000元。 在她眼里，油茶树成了她家
的救命树，丈夫看病、吃药全指望它。

下一步， 王云华有着自己的打算，
想借着信阳市油茶高质量发展的东风，
流转山地，扩大规模。

同样在新建村， 提起 70 岁的黄志
银老人，让人羡慕不已，他一年靠油茶
就能收入 7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油茶
种植大户。 这不，在村部大院、文化广
场、马路边全晒着他家的油茶籽。

据商城县教体局派驻新建村第一

书记王作波介绍，作为富民产业，油茶
已是新建村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尝到
甜头的村民隔三岔五就会来到村里咨

询政策，纷纷要求扩大种植规模。 他们
也已编制好全村五年规划，围绕“一河
两山四园”，引进龙头企业合作经营，发
展油茶采摘园、观光园，建设茶油深加
工车间，开发化工产品、护肤品等。

记者了解到，包括新建村在内的整
个长竹园乡，目前已种植油茶 12 万亩，
每户茶农年均增收 5000 元， 年收入 2
万元以上的有 200 多户，被誉为“中原
油茶第一乡”。

而在长竹园乡油茶发展史上有一

位关键人物就是谢焕友。 提起他，豫南
地区百姓可以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是商城油茶产业发展的探路者，现为
商城县长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过教师、做过中学副校长的谢焕友
独具慧眼。 20世纪 80年代时他就开始琢
磨油茶产业，1998 年他组建了商城县长
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 2007年，谢焕友成
立了商城县长园油茶专业合作社。

谈起与油茶结缘的初衷， 谢焕友
说， 一是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迫
切需要一名有头脑、懂经营、善管理的
人把油茶种植户拢到一起抱团发展，提
高油茶经济效益；二是自己有着浓厚的
家乡情怀，一直想让“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茶油走出大山，卖出好价钱，带领山
区群众致富奔小康。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有所为。推
广好野生山茶油， 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好
当地的油茶资源， 争取把茶油畅销到全

国各地，已成为谢焕友当下最重要的事。
如今，谢焕友的合作社采取“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辐射
油茶基地 18 万余亩， 促使当地 5 万余
户群众从事油茶产业，通过产业带贫和
务工等方式，带动长竹园乡及周边乡镇
240 户已脱贫贫困户户年均增收 4000
元，油茶成为当地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
支柱产业。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 商城县除重点打造长竹园“中原油
茶第一乡”外，还按照“政府主导、统筹
规划 、社会参与 、多元投入 ”的发展思
路，在观庙乡、汪桥镇各建设一个万亩
油茶示范基地， 并且打造达权店大河
冲，汪桥河铺，观庙赵湾、姚■，河凤桥
立新， 伏山龙井河等 10 个 200 亩以上
油茶标准园区。 通过建设一批“示范工
程”“精品工程”“亮点工程”， 以点带面
带动全县油茶产业提质、升级、增效，推
动全县油茶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年底，商城县
油茶种植总面积达 24.2 万亩， 其中挂
果面积 20 万亩 ； 全县茶油毛油产量
2210 吨，年产值达 3.98 亿元。 目前，商
城县已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 40 家，全
县油茶合作社经营面积达 16 万亩，有
8 处 1000 亩以上的油茶基地， 有年加
工能力 500 吨以上的茶油加工企业 3
家，有油茶品牌 3 个。

商城县油茶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
是商城县委、县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和资
金支撑。

据商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特色
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范东升介

绍， 商城县在信阳各县区率先出台了
《关于推进油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对 油 茶 新 造 林 补 助 1000 元/亩 ，按
“5221”比例分四年兑现，即造林验收合
格的当年每亩补助 500 元，第二、第三
年分别补助 200 元 ， 第四年补助 100
元，确保油茶产业从“幼苗期”进入“挂
果期”。同时，商城县还在信阳市首次提
出对油茶低产林改造进行补助。 此外，
在良种选育、技术培训、新技术应用、品
牌创建、融合发展、市场推广、举办油茶
花节等方面，县里更是全力支持，对发
展油茶产业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现

金奖励，争取让每一位种植户都能享受
油茶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

从广种薄收到优质高产

经走访长竹园、达权店、冯店等乡
镇，笔者发现，虽然商城县油茶总量已

初具规模，但也存在着总体发展水平较
低、品种杂乱且落后、低产林较多、茶油
产量与发展面积不成正比等问题。

“长期以来，油茶种植存在着‘人种
天养、广种薄收’的现象，我们商城也不
例外。 既得直面问题也得解决问题。 经
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证明，油茶产业的
发展，只要抓住了良种壮苗，就抓住了
根本，抓住了关键。 ”商城县林茶局党组
书记、局长柳士银介绍道。

10 月 18 日 ，雨过天晴 ，空气格外
清新，沿着蜿蜒的山路，笔者来到了商
城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所在地河凤桥乡

观音山村。
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青青的

叶子，怒放的茶花，紫红色的果儿，摘油
茶的农人点缀在山间，如同欢快的音符
在跳动，还有一群鸭子在山下的池塘里
戏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据商城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黄

义林介绍，这一片美丽壮观的油茶园是
他们的油茶优良品种选育基地，采摘工
都是附近的村民，所采油茶果将用作育
种和油茶良种选育交流。

据了解，商城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成
立于 1975 年， 近年来主要从事油茶良
种选育及油茶栽培、 低产林改造研究，
定期开展油茶栽培及低产林改造技术

培训。 2011 年，该所与河南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协作，选育出了全省第一批豫油
茶系列优良品种，结束了河南省没有自
己油茶良种的历史。 2015 年，该所开始
建设省级油茶种质资源收集库，现已收
集油茶良种 74 个， 已被批准为省级林
木良种资源库。

“目前， 我们所已经引进了几十个
品种，其中适应大别山地区种植的有 8
个，发展最好的有 5 个。 我们还将引进
红花油茶，为茶旅融合增光添彩。 我们
是先试种， 成功后再向广大种植户推
广。经过我们推广的油茶品种不仅产量
高而且挂果早、质量好，深受山区群众
喜爱。 ”黄义林说道。

不仅官方在研究，在民间也活跃着
一批“土专家”，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国
家级林草乡土专家、商城县长园野生茶
油有限公司技术员丁大国。

丁大国是一位普通农民，自幼生长
在大别山野生油茶主产区长竹园乡，扎
根深山区二十多年， 痴迷油茶良种引
进、繁育及推广，倾心油茶丰产栽培技
术探索，在高接换冠为主要内容的油茶
低产林改造等方面， 掌握了独到的技
术，并培养出了一大批油茶方面的农村
实用人才。

他告诉笔者，经多年探索，他们目前
采用芽苗嫁接技术培育油茶苗， 原来野
生油茶苗 8～10年才会开花结果，每亩产
量还收获不了 5公斤茶油。 而利用这项
技术培育出来的优良无性系油茶苗 3～5
年就可开花挂果， 每亩产茶油 30～60公
斤，产量明显提高，品质格外优良，经济
效益也大大增强，被种植户广泛采用。

如今，按照“改造存量、提升质量”
的要求， 通过不断培育本地优良品种、
改造低产林、推广高效实用技术，商城
大山中的油茶也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商
城油茶产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质量上
乘人人夸。

眼下，商城县正把发展油茶作为富
民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产业来抓，不断
实施“两茶一菜”四化工程，推动油茶高
质量发展， 力争让老区人民收获更多
“金果子”，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