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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油茶产业发展情况简介 

 

广西是全国油茶主产区之一，种植历史悠久，

产业发展基础坚实。在中央和自治区政策的大力

支持下，广西各地发展油茶产业的积极性高涨，

油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业发展方兴未艾。2018

年底，广西实施油茶“双千”计划，自治区积极

完善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力争实现 2022

年 1000万亩面积、2025年 1000亿元产值的发展

目标。 

一、发展现状 

（一）油茶种植分布。 

截至 2018年底，广西共有油茶种植面积 717

万亩，其中：产前期 105万亩、初产期 90万亩、

盛产期 385万亩、衰产期 137万亩，种植面积和

总产量列全国第三位。现有的油茶林分布在全区

14个设区市的 101个县（市、区），其中，百色、

柳州、河池、贺州等 4个设区市种植的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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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大于 10万亩的县（市、区）有 21个，

种植面积在 5～10万亩的县（市、区）有 13个，

种植面积在 1～5万亩的县（市、区）有 26个，

种植面积小于 1万亩的县（市、区）有 41个。 

（二）产出情况。 

2018年，广西完成油茶新造林 38.84万亩，

低产林改造 42.68万亩，全区油茶籽产量超 27.38

万吨，茶油 6.83万吨，一、二、三产总产值达 237

亿元。 

（三）加工现状。 

山茶油与椰子油、橄榄油、棕榈油并称为世

界四大木本粮油，其中橄榄油因其所含易于被人

体吸收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被公认为世界

上最主要的高级食用油之一。但最新的研究发现，

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 90.47%，橄榄油的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是 83.78%，所以茶油又有“东方

橄榄油”的美称。 

近年来，广西油茶加工产业发展较快，产品

的加工能力、产品质量和系列开发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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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从毛油加工逐步向精炼等高附加值和深加工

综合利用发展。全区油茶加工企业设计年生产能

力达 17万吨茶油。其中，年生产能力 1000吨以

上的油茶加工企业 28家，500-1000吨企业 9家，

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5家。产品系列

主要以食用茶油为主，原油和精炼茶油占企业油

茶产品销售收入的 85%以上，已有企业开始从事

化妆品基础油的加工提炼及茶麸的深加工利用。 

二、政策措施 

2018年，广西召开全区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

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油茶

“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桂政发

﹝2018﹞52号）、《关于促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

通知》（桂林发﹝2018﹞21号）。2019年，自治区

林业局又出台了《2019 年全区油茶产业“双千”

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林办营字﹝2019﹞3

号）、《2019年全区油茶产业“双千”计划种苗保

障方案的通知》（桂林营发﹝2019﹞1号）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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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为实施油茶“双千”计划提供了政策支持

和保障。 

三、资金扶持 

2018年，广西共安排自治区财政资金 1.28亿

元用于油茶新造林和低产林改造项目，同时争取到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2400 万元扶持油茶造林示

范基地建设。2019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已投入 1.9亿

元专项用于油茶种植补助。 

除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外，油茶产业融资也取

得一定进展，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已授信 40亿

元贷款资金用于油茶新造林和低产林改造项目，

并意向承诺 100亿元贷款，用于支持种苗、种植、

加工、销售等油茶全产业链发展。目前，自治区

直属三门江林场与国开行已签订 8000万元油茶贷

款项目，已投放 2000万。凌云县与国家开发银行

签订了 3000万元油茶贷款项目，已全部发放到位。

另外，自治区主管部门与太保洋保险、人寿财险、

北部湾财险、人保财险等公司联合开展了油茶收

入保险调研活动，拟制定政策，加快推进油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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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业务，减低产业发展风险。 

四、发展重点 

根据广西实施的油茶“双千”计划，未来几

年广西油茶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22年，

全区油茶种植面积突破1000万亩，到2025年，在

完成全区油茶低产林改造任务，实现油茶林高产

丰产的基础上，全区年茶油产量达到30万吨以上，

油茶产业年综合产值增加到1000亿元以上。 

围绕上述目标，广西将建设一批高产高效示

范基地，提高油茶种植现代化水平。充分利用现

有宜林荒山荒地和树种结构调整出来的林地，扩

大油茶种植规模。深入推进全区油茶高产高效示

范园建设，做到县乡有样板、村组有示范。同时，

大力推进低产林改造，坚持每年改造50-100万亩。

同时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油茶产业转型

升级。做优做新第一产业，坚持适地适树，选良

种、用大苗，推广新技术，做到规模化种植、标

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做实做强第二产业，重

点扶持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在优势产区建设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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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原料集散市场，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做

精做活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推进农林

复合经营，促进油茶与旅游、健康等产业深度融

合，打造一批以油茶为主题的森林人家、森林

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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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三江县万亩优质油茶 

示范基地 

 

项目名称：广西柳州市三江县万亩优质油茶 

示范基地 

建设地点：柳州市三江县 

项目总投资：1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内容：在三江县各乡镇建设油茶示

范基地，种植规模 1万亩，并建设油茶加工厂。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油茶开发潜力大，回报

效益好，市场需求量及消费前景不可估量。三江

县油茶种植历史悠久，油茶树大都分布在无工业

污染的深山峻岭和山坡地，用当地油茶籽生产的

茶油因清洁明亮、馨香浓郁，成为难得的“绿色

产品”，被誉为“东方橄榄油”。目前三江县把油

茶产业发展放在经济建设主要位置，着力做大做

强该特色产业。 

产业优惠政策：对在三江县投资的广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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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及个人，享受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柳州市粤桂扶贫协作产业发展及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柳政办〔2017〕234 号）。 

项目合作单位：三江县各乡镇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方式：三江县投资促进局 0772-8616818 

邮箱：sjxzscjj@126.com  

联系地址：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古宜镇江峰街 7 号 

邮  编：545500 

项目有效期：2019 年—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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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三江县茶籽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柳州市三江县茶籽深加工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柳州市三江县 

项目总投资： 8000万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占地面积 40亩，建设标

准厂房，年加工茶籽 1000吨。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茶籽综合利用开发潜力

大，回报效益好，市场需求量及消费前景不可估

量。三江县种植油茶的历史悠久。现有油茶林 61.2

万亩，年产油茶籽约 1.5 万吨，是国家重点扶持

的茶油生产县。茶油是木本植物油，不但食用味

道好，营养价值高，而且在工业上也大有用途。

油茶种植业和加工业前景很好。 

产业优惠政策：对在三江县投资的广东企业、

社会团体及个人，享受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柳州市粤桂扶贫协作产业发展及招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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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柳政办〔2017〕234 号）。 

项目合作单位：三江县各乡镇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方式：三江县投资促进局 0772-8616818 

邮箱：sjxzscjj@126.com  

联系地址：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古宜镇江峰街 7 号 

邮  编：545500 

项目有效期：2019 年—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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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色市七万亩油茶产业种植示范园 

 

项目名称：百色市七万亩油茶产业种植示范园 

项目属地：广西百色市 

建设地点：右江区 2.53万亩、田阳县 1万亩、

田东县 1万亩、田林县 1.47万亩、西林县 1万亩，

全市合计 7万亩。 

项目总投资：1.75亿元人民币 

项目概述：在全市范围进行油茶新造与低产

林改造共 7万亩。其中新造林 25550亩，低产林

改造 44450亩。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规划实施完成后，油茶

林质量得到全面提高，对油茶产业扶贫具有重要

意义。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油茶新

造林项目规划、设计等工作；部分县（区）已完

成油茶低改林改造规划、设计、抚育、施肥等工作。 

项目背景及优势：项目所在地有多年的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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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历史，具有良好的产地环境、传统的栽培和

加工技术。项目所在地交通条件较为便利，周边

居民多，用工方便。 

产业优惠政策：享受西部大开发、广西、百

色市及各县区有关政策。 

联系方式：百色市林业局  0776-2873195 

地    址：百色市右江区城北一路 17号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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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山茶油精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山茶油精深 

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百色市乐业县 

项目建设地点：原料基地在全县 8个乡镇，

加工厂建在新化镇发达工业园区。 

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 

项目概述：厂区总用地面积 50亩，年产 1万

吨山茶油。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国内市场每公斤茶油已

由 10年前的 8元上升到现在的 40元。项目建成

后年产值 4000万元，实现年利润 1000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正在进行

招商 

产业背景及优势：乐业县是全国有机农业示

范县，种植出来的植物油品质优良。该县无大型

油品加工企业，目前油品加工是作坊式加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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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大型菜油、茶油加工企业，提高油品档次和

经济效益。乐业县种植油茶约 6.45 万亩；境内山

地资源优势和地理区域优势十分明显，通讯、电

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目前乐业县

尚无山茶油精深加工企业。 

产业优惠政策：享受西部大开发、广西、百

色市及乐业县有关优惠政策。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联系方式：乐业县招商促进局 黄家礼 

0776-7928128、18677617520 

邮    箱：Lyzs88@163.com 

项目有效期：2019 年—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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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市罗城县“九万山”生茶油

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河池市罗城“九万山”生茶油 

深加工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 

项目概述：种植油茶 3万亩，引进现代工艺

及设备，建设年产 2000 吨物理压榨原生态山茶

油、茶籽粕 5000吨生产线和厂房、原料、仓库等，

占地 30亩。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

年产值可达 1.5亿元，年获纯利润 1000万元，税

收 30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为 8年。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正在进行项目

立项与规划 

产业背景及优势：1、山茶油单不饱和脂肪酸

的含量高达 78%，不含胆固醇、黄曲霉素、芥酸，

纯天然，是当今营养保健食用油之精品，被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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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橄榄油”。长期食用可预防高血压、高血

脂等心脑血管疾病，为国家原产标记注册保护产

品。随着饮食保健的兴起，野生山茶油价格一路

攀升，野生山茶油加工项目前景十分看好；2、罗

城县拥有九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

率 66.32%，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14 条，属中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

年平均气温 18.9℃，有利于各种植物生长、是理

想的茶油宜生地；3、兼爱乡种植油茶面积约 2

万多亩，其它周边乡镇种植总面积约 1万多亩，

年产茶籽近 3万吨，原料供给充足。 

项目合作单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投资促进局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 

联系方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投资促进局 

邹年聪  电话：0778-8212343 

电子邮箱：Lczsj2007@163.com 

联系地址：罗城县政府大院党政综合楼二楼 

邮  编：546499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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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山茶油深加工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山茶油深加工 

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河池市东兰县长寿生态食品 

加工园（东兰镇板逢村） 

项目总投资： 1.5亿元人民币 

项目概述：东兰县油茶种植历史悠久，是广

西油茶产地之一，也是全国、全区油茶产业建设

重点县。目前，全县油茶种植面积达 16.3万亩，

其中产前林 3.2 万亩，初产林 3.1 万亩，盛产林

7.5万亩，衰产林 2.5万亩。东兰现有油茶品种以

本地武篆坡高油茶为主，近几年来也引进了岑溪

软枝油茶及湘林、长林系列无性系良种油茶。本

地坡高油茶以出油率高、性质稳定、色泽光亮、

油质口感好等特点深得客户喜爱，产品远销全国

各地，茶油长期供不求。据测定东兰本地油茶鲜

果出籽率在 30%左右，干籽出油率在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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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平均年产油茶籽约 8000吨。目前，东兰油茶

加工产业不足，加工手段落后，加工产品仅限于

毛茶油，年加工能力仅占全县油茶（籽）总产量

的 16%左右，无法向深层次的深加工发展，所以

油茶加工有巨大的开发市场。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2016年，东兰县委、县

人民政府提出“十三五”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17

—2020 年，全县要完成油茶新种 16 万亩，低产

油茶林改造 3万亩，力争到 2020年，全县油茶林

总面积达到 30 万亩以上，茶油年产量达到 4000

吨以上，产品精加工率达 80％以上，油茶产业年

产值达 3亿元以上。按照这个油茶产业规划，从

2017 年开始，全县新种 16 万亩油茶将在种植后

第五至第七年进入初产期，第八年以后进入盛产

期，全县油茶（籽）产量在 5-8年后将实现翻两

翻，亩产茶仔 220 斤，亩产茶油 60 斤，16 万亩

油茶林盛产期，总产油茶籽达到 16000吨，可加

工成茶油 4200吨，年油茶总产值约 4.2亿元以上。

可见，我县油茶加工前景十分广阔，油茶加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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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可估量。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已经完成

总体规划，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产业背景及优势：目前，东兰市场上销售的

油茶干籽每吨约 27000元左右，加工后成品率为

27-30%，加工增值空间巨大。 

项目合作单位：东兰县林业局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方式：熊彬   0778-6322715 

电子信箱：dllyj22715@163.com 

邮政编码：547499 

通信地址：广西河池市东兰县五峰路三巷 36号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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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市环江县富硒有机山油茶 

种植及精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河池市环江县富硒有机山油 

茶种植及精深加工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河池市环江县适宜种植山茶 

油的乡镇及环江工业园区 

项目总投资：6100万元人民币 

项目概述：环江处于广西富硒带上，富硒土

壤面积广，适合发展富硒产业，同时是全国生态

示范区建设试点县，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区，非

常适合山茶油的种植。近年来，环江山茶果开发

取得较快的发展，共有成熟山茶林 1.9 万亩，年

产山茶籽 3000吨，幼林 1万多亩，具有较大的种

植规模。项目拟总体种植山茶油种植 1.3 万亩，

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3.7万亩，通过“示范基地+农

户种植”，提升山茶油的种植质量和数量，主要

建设山茶油种植示范基地和山茶油加工中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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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年净利润 990万元，投

资回收期 6年。 

项目已经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建设地

工业园区已完成征地。目前环江县共有成熟山茶

林 1.9万亩，年产山茶籽 3000吨，幼林 1万多亩，

具有较大的种植规模。已完成规划，批准立项。 

产业背景优势：1、茶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85％，比“世界油王”橄榄油还高 6.5％，而茶油

的国际市场价仅为橄榄油的 75％。茶油是少有的

绿色健康油品，油茶加工附产品（茶粕）茶皂苷

广泛用于制药、日化、生化制剂，市场前景广阔。 

2、环江山茶果开发取得较快的发展，共有成

熟山茶林 1.9万亩，年产山茶籽 3000吨，幼林 1

万多亩，具有较大的种植规模。同时，随着政府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油茶的经济效益不断涌现，

油茶林种植面积将大幅度增加，茶籽资源将越来

越丰富，为项目发展提供丰富原材料。当前，环

江县龙源康山茶油食品有限公司已在龙岩乡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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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和久乐村信潭屯建立 2000亩山茶油种植基地。

此外，巴马、东兰、凤山、南丹、环江等县乡镇

都有着长期的油茶和核桃种植历史和榨油基础，

整个河池市有油茶面积 73万亩，生产原料完全可

以保障供应。 

项目合作单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林业局、

河池·环江工业园区。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方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投资促进局 

0778-8872871 

邮  箱：vb8821950@163.com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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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凤山县油茶产业化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河池市凤山县油茶系列精深 

加工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河池市凤山县工业园区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 

项目概述：拟建油茶低林改造 10万亩，新建

预处理压榨、浸出、精练、茶皂素四个车间和原

料、半成品、产成品仓库。工程完工后，年生产

高级茶油 1018吨、一级茶油 148吨、茶皂素 560

吨、脱皂茶粕 4800吨。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年利润 1500万元，投资

利润率 34％，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项目已经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建设地

工业园区已完成征地。已建立 2万亩优质高产油

茶示范基地；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成规划，

批准立项 

产业背景优势：1、茶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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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比“世界油王”橄榄油还高 6.5％，而茶油

的国际市场价仅为橄榄油的 75％。茶油是少有的

绿色健康油品，油茶加工附产品（茶粕）茶皂苷

广泛用于制药、日化、生化制剂，市场前景广阔。 

2、全县油茶面积近 29 万亩，加上周边东兰、

巴马、凌云、天峨等油茶面积达 90 多万亩，可为

深加工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证。 

项目合作单位：凤山县工信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方式：凤山县招商促进局 0778-6817505 

邮  箱：fengshanzsb@163.com 

项目有效期：2019 年—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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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油茶种植基地及茶油 

加工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贺州市油茶种植基地及茶油 

加工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贺州市八步区 

项目总投资： 2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拟建设 10万亩油茶种植

基地，新建一个油茶加工基地，生产茶油、茶粕、

茶皂素等。油茶基地建设主要包括培育工程和基

础设施工程，其中培育工程包括整地、土壤改良

和培肥、良种和苗木购置、栽植、抚育管护、低

产林改造等，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灌溉与排水、道

路、管护房、标识牌等。油茶加工基地建设主要

包括引进榨油精炼设备、茶皂素提炼设备，建设

厂房、仓库、办公室，厂区绿化及道路硬化等。 

项目建设分析：贺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温和，热量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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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适合油茶生长。贺州市是世界长寿市所在地，

同时还是天然氧吧和生态旅游休闲圣地，有适宜

发展油茶的中低山林地，且当地群众种植油茶有

上千年的历史，积累一定的种植经验。目前全市

种植有一定规模的油茶，品种属优良品种，出油

率较高，每亩可产茶油 40-80 公斤。但目前全市

油茶生产大部分采用以农户为主的传统经营模式，

种植分散，管理粗放，集约化程度很低。该项目

的实施可以加快油茶良种基地建设，发展油茶产

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副产品利用率。

通过加快油茶产品研发，创新油茶品牌，培植一

批本地规模较大、辐射力强、有市场竞争力的龙

头企业，建立关联度高、集中度强的油茶产业化

经营体系。 

产业优惠政策：享受市级相关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广西贺州市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方式：徐龙铁 陈耀进 电话：0774-5132996、 

0774-512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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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hzsnyjxmb@163.com 

联系地址：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 180号 

邮编：542899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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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富川县油茶示范林基地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贺州市富川县油茶示范林 

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

朝东、白沙、富阳、石家、柳家等乡镇。 

项目总投资： 0.8亿元，拟引进资金 0.6亿元。 

项目概述：新造优质高产油茶示范林基地

5000亩。油茶是主要木本油料树种，种子富含脂

肪。用以榨油即得茶油，是最好的食用油之一。

茶油色清明亮，味香可口，主要成分是油酸和亚

油酸为主的不饱和脂肪酸，食后易消化，不使人

体血清中的胆固醇增加，不引起血管硬化和血压

增高。茶油耐贮藏，不易酸败，不产生使人体致

癌的黄曲霉素。目前，在富川茶油每公斤的销售

价格达 80元，且货源紧缺，供不应求。富川山区

农民历来有种植油茶的传统习惯，种植油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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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目前，全县油茶

林面积 7.8 万亩，但由于品种选择不当，经营粗

放，导致产量不高、效益不佳。为加快富川县优

势产业发展，促进特色经济林产业建设，结合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部署，根据山区群众迫

切要求，实施油茶种植示范林基地建设项目，带

动和辐射山区农民加大油茶种植力度，促进山区

农民增产增收。 

市场与效益分析：我县茶油货源紧缺，供不

应求。示范林高产、稳产性好。第三年即可开花

挂果，8 年以后可进入一个相当长的高产、稳产

时期。优质高产油茶示范林每亩每年可产茶油 40

公斤以上，按目前茶油市场价格每公斤 80元计，

5000 亩油茶示范林每年可产油 200000 公斤，产

值达 1600万元，产量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已完成项目可研报

告，项目洽谈有意向后，主管部门将做好各项前

期工作，协调项目建设用地。 

产业背景及优势：茶油作为优质食用油，一

直以来得到广消费者的认可，仅是初榨原油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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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也是菜油的 3 倍。2004年以来，很多地方

都在每公斤 80-100元以上，通过精炼成高级食用

油后，价格还可大幅度提高。 

项目优惠政策：企业入驻可享受当地税收和

土地方面的优惠，建设设施大棚发展精细高效农

业生产可享受 3-5年的贷款利息补助。 

项目合作单位：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 

林业局 

合作方式：合资或独资 

联系单位：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投资 

促进局 

联 系 人：刘 源  电话：0774-7882948 

邮箱地址：zs2948@163.com 

联系地址：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园区 

大厦 7 楼 

邮    编：542799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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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昭平县有机油茶种植与 

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广西贺州市昭平县有机油茶种植 

与深加工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贺州市昭平县昭平镇 

项目总投资：4亿元人民币 

项目概述：拟建成一个 30万亩高产油茶林基

地，一个油茶良种繁育基地，一个油茶加工龙头

企业集聚区，一个以茶油为主的食用油交易市场，

一个油茶生态文化园。项目建设用地位于昭平县，

建设用地 150亩，生产的主要产品是冷榨油茶籽

油、压榨油茶籽油、精炼油茶籽油、调和油、茶

皂素、饲料茶粕等。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内部收益率 23.8%，投

资收回年限 5年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项目前

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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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及优势：昭平县土层深厚，有机质

含量高，矿物质丰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气候

适宜，雨量充沛，是种植油茶不可多得的理想区

域。昭平县水陆交通十分便利，陆路距广州 460

公里，距桂林 210 公里，距梧州 210 公里，桂林

—梧州高速公路贯穿本县，广州—贺州高速公路

也已开通启用。水路距广州 560 公里，在昭平境

内设 3 个码头，常年可航驶 150T—250T 货船，

经梧州西江直达粤港澳。 

产业概况：目前，我县已有油茶树近十万亩，

但种植及加工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该项目的实施

建设能改善这一情况，充分挖掘我县的油茶资源，

推动我县油茶产业持续发展。 

产业优惠政策：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及

贺州市、昭平县有关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昭平县投资促进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方式：昭平县投资促进局 何大勇（副局长）  

电话：1351754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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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地址：zpzsj@126.com 

联系地址：广西贺州市昭平镇茶叶大厦一楼B区  

邮  编：546899 

项目有效期：2019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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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桂政发〔2018〕52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油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既可以助

推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成效，也可以促进现代林业发展，为实现

乡村振兴奠定产业兴旺基础。我区是全国油茶重点产区，油茶产

业发展基础好、条件优越、潜力巨大，现有油茶林 680 万亩，年

产茶籽 25 万吨、茶油 6.5 万吨，3 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三位。但我

区油茶低产林较多，组织化程度低，精深加工滞后，综合效益没

有充分显现出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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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快我区油茶产

业发展，打造千亿元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产业振兴，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要求，以促进贫

困地区农民就业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振兴乡村产业为目标，

以实施油茶精准扶贫、扩大原料基地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为重点，发挥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提高

发展质量，将油茶产业打造成为我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亮点和建设美丽广西的新名片。 

（二）发展目标。全面实施千万亩油茶基地、千亿元油茶产

业的“双千”计划，扩大油茶种植规模，提高油茶质量效益，优

化油茶产业结构，实现油茶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双提升，努力将

油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成为长期巩固

精准脱贫成效的“压舱石”。 

——到 2020 年，全区 54 个贫困县发展油茶面积达到 800 万

亩以上，力争带动 35 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 

——到 2022 年，全区在 2017 年 680 万亩油茶林基础上新造

320 万亩，实施油茶低产林改造 500 万亩（其中更新改造、嫁接改

造 110 万亩，抚育改造、截干更新 390 万亩），全区油茶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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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1000 万亩。 

——到 2025 年，全区茶油年产量从 2017 年的 6.5 万吨增加到

30 万吨以上，油茶产业年综合产值从 2017 年的 180 亿元增加到

1000 亿元以上。 

二、重点工作 

（三）创新经营机制，助推精准脱贫攻坚。大力培育油茶新

型经营主体，推广“企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基地+农户”等

合作经营模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引导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

土地流转、土地托管、联耕联种、扶贫资金入股等方式与新型经

营主体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破解“有山无力造、有力无山造”

瓶颈问题。创新精准扶贫模式，总结推广林地租赁、入股分红（分

油）、长短期劳务用工、委托管护经营和油茶籽包销代销等群众增

收模式，解决农户茶籽销售问题，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经营

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力争到 2022 年，培育油茶专业合作社 1000

个以上，培育 50 亩以上规模的油茶经营大户 1 万个以上。（牵头

单位：自治区林业局；责任单位：自治区扶贫办，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 

（四）加强“双高”示范，扩大油茶种植规模。充分利用现

有土地资源，扩大油茶种植规模。按照适地适树原则，在巩固传

统种植区的基础上，向桂南地区发展，拓展油茶发展空间。以贫

困县、贫困村为重点，建设一批油茶高产高效示范园和油茶类现

代特色林业示范区，推广示范新理念、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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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油茶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到 2020 年，

在全区建设 500 个以上油茶高产高效示范园或油茶类现代特色林

业示范区，示范林总面积 100 万亩以上，每亩年产油量达 30 千克

以上。对存量巨大的油茶低产低效林实施改造，因地制宜、因树

制宜、分类施策，每年改造 100 万亩以上，同一地块连续实施 2 年，

力争到 2022 年基本改造完毕，提高油茶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牵头单位：自治区林业局；责任单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五）坚持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油茶产业高

质量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油茶种植、加工

生产、流通销售、综合利用、休闲旅游等一体化发展，实现油茶

产业多次增值、多重收益。做大做优第一产业，坚持适地适树，

选良种、用大苗，做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做实做强第二产业，鼓励现有油茶加工企业兼并、重组，培育壮

大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加快化妆品用油、医药用油、洗护用品、

茶皂素、茶粕蛋白等油茶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加快油茶冷链、

物流、仓储等配套设施建设，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引进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发展油茶精深加工，打造广西油茶

系列品牌。引导油茶加工企业与业内有实力、知名度较高的大型

粮油企业合作，迅速提升市场占有率。做精做活第三产业，积极

发展林下经济，推进农林复合经营，促进油茶与旅游、健康等产

业深度融合。到 2025 年，培育油茶类国家级龙头企业 10 家、自

- 37 -



 

 — 5 — 

治区级龙头企业 50 家，建立以油茶为主题的森林人家、森林小镇、

森林公园 100 个，建立油茶类现代特色林业示范区 20 个。（牵头

单位：自治区林业局；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  

（六）加强科技支撑，实现优质高效发展。依托林业科研院

所和油茶龙头企业，加强油茶新品种选育、新技术研究、新产品

开发以及油茶种植、采摘机械化等领域的科研攻关和技术服务，

进一步延伸油茶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开发利用等全产业链条。

加强油茶早实丰产栽培配套技术研究与示范，创新简易高效低产

林改造模式。加强油茶产业相关标准制定，推进油茶全产业链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布局油茶定点采穗圃和油茶保障性苗圃，加

大优质大苗培育，保障油茶种苗供应。到 2022 年，新选育高产、

稳产、多抗性油茶优良新品种 2—3 个，新建、改扩建油茶定点采

穗圃 22 个、油茶保障性苗圃 30 个，年产油茶优质苗木 8000 万株

以上。加强油茶科技人才培养和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在生产一线

开设油茶科技课堂，培养一批油茶“乡土专家”；在油茶主产区的

每个行政村建立 1 个示范点，培养 1 名油茶“乡土专家”，做到县

有技术专家、乡有技术骨干、村有技术能人。大力培育油茶造林、

管护等专业技术服务公司，提高油茶种植专业化水平。（牵头单位：

自治区林业局；责任单位：自治区科技厅，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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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统筹整合资源，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坚持以品牌引领

产业融合，统筹全社会品牌资源，进行品牌整合重塑，积极申报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打造广西山茶油品牌。采取“政府部门

主推、行业协会主导、龙头企业主打”的品牌运营模式，自治区

层面打响品牌，龙头企业做精产品，合作社做优基地。建立产业

联盟和质量安全溯源体系，推动油茶产业种植生态化、生产标准

化、质量安全化、经营品牌化。鼓励广西山茶油通过有机产品认

证，增加优质产品供给。积极举办招商推介会，开展“互联网+”

线上线下推广和体验活动，提升知名度，增强竞争力，提高附加

值，打响“广西山茶油，健康长寿油”品牌，整体提升广西山茶

油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牵头单位：自治区林业局；责任单位：

自治区商务厅、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三、支持政策 

（八）完善产业发展补助政策。鼓励油茶大苗造林，多渠道

扶持 2—3 年生油茶大苗培育。对油茶新造林，按投入约 3000 元/

亩测算，自治区按 1000 元/亩给予补助，分 2 年兑现到位；市县通

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扶贫、本级财政投入等统筹安排资金，

按 1000 元/亩给予补助；种植户通过银行贷款筹措 500 元/亩，自

筹 500 元/亩。油茶低产林更新改造、嫁接改造按新造林补助标准

执行。油茶低产林抚育改造、截干更新按投入约 800 元/亩测算，

自治区按 400 元/亩给予补助，分 2 年兑现到位；市县按 100 元/

亩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种植户贷款或自筹解决。贫困户自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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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引导企业、种植大户或财政先垫支，待有收益后再抵扣。以

上补助项目要求相对集中连片 20 亩以上，鼓励农户将零星土地以

流转或入股形式，通过合作社或企业申报项目补助。符合条件的

油茶企业可按政策规定享受贴息和农业保险政策。积极落实支持

脱贫攻坚、小微企业、西部大开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

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油茶加工

企业税收负担。（牵头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自治

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责任单位：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林业局、扶贫办） 

（九）多渠道筹措补助资金。创新资金筹措办法，多渠道解

决油茶产业发展资金投入问题。自治区通过加大林业改革发展专

项投入，统筹相关补助资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涉农资金、森

林植被恢复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资金、产业扶贫资金等相关资

金，根据各地油茶种植面积据实予以补助。各有关市县要多渠道

筹措资金，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扶贫等资金中切块安排一

部分支持本地油茶产业发展，确保市县补助资金落实到位。各级

补助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大苗培育、油茶林新造、低产林改造、贷

款贴息、名优品牌创建推广等。建立部门协同支持机制，自治区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科技、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利、

农业农村、商务、粮食和物资储备、供销等部门要积极整合资金，

加大对油茶科技研发和培训、良种苗木培育和推广、油茶林新造

和低产林改造、油茶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品深加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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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产业名牌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牵头单位：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自治区财政厅；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厅、科技厅、自然资源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

农村厅、商务厅、林业局、扶贫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十）加强金融信贷支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贷款方

式，积极开发与油茶产业相适应的油茶贷款业务，创新保单质押、

订单质押、免评估可循环林权抵押贷款等产品和商标专用权质押

融资贷款，进一步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

支持油茶种植、茶籽收购、加工、品牌打造等环节。用好银行业

信贷资金，引导扶贫小额信贷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发展油茶产

业，积极研发推广符合油茶产业发展的信贷产品，多途径、广覆

盖推进油茶产业发展工作。强化政府增信，按照政府引导、市场

化运作的模式，充分发挥现有投融资平台作用。广西农业信贷担

保有限公司要进一步拓展油茶担保业务，通过不断创新模式，建

立“标准化、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专属业务产品。建立

完善林权价值评估体系，推进林权流转及确权发证工作，为林权

抵押贷款提供制度保障。积极争取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

际金融组织的信贷资金发展油茶产业。（牵头单位：自治区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林业局，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保监局筹备组，广西农业信贷担

保有限公司，各金融机构，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十一）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探索通

- 41 -



 

 — 9 — 

过股权债权融资等方式拓宽资金渠道，支持本土优势油茶企业在

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挂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油茶企业通

过在境内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进行直接

债务融资。支持由林业龙头企业发起，按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油

茶产业投资基金，广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积极参与，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参与投

资油茶产业。扩大贷款贴息政策适用范围，支持将财政补助资金

用于银行贷款贴息，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油茶产业发展，健全

多元化投入机制。（牵头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林业局；责任

单位：自治区财政厅、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

支行、广西证监局，各金融机构，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四、保障措施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自治区领导为召集人的广西

油茶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自治区林业局，

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自治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兼任。

聘请区内外相关专家成立油茶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要明确具体负责人，层层压实责任。油茶产业发展重点市、

县（市、区）要参照自治区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 

（十三）落实工作责任。各级人民政府是发展油茶产业的责

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自治区林业局要研究制定油

茶“双千”计划项目验收标准，印发实用的油茶新造林、低产林

改造技术规程和指南等，指导各地油茶产业发展。油茶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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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市、县（市、区）要组织编制油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出台

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各级定点扶贫单位要积极引导适宜种植油茶

的定点扶贫村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并支持建设油茶示范基地，推

动当地油茶产业发展。 

（十四）加强执法监管。实施油茶营造林项目要遵守现行林

地使用和林木采伐管理规定，禁止毁坏公益林、天然林营造油茶

林，老油茶林更新改造要办理相应采伐手续。各级林业、市场监

督管理等部门要加强油茶种苗生产、产品加工、市场流通各环节

的监管工作，严格执行油茶产品生产和市场经营准入制度，对扰

乱市场秩序、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十五）强化宣传发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注重宣传推介油

茶产业发展效益、前景和广西山茶油品牌，积极开展品牌推介活

动，提高全社会对油茶产业和品牌的认知度。要采取通俗易懂的

方式，加强对油茶产业扶持政策和种植管护技术的宣传，确保宣

传到村、到户、到人。要及时挖掘和推广油茶产业发展先进典型

经验，为油茶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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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全区油茶产业“双千”计划实施方案 
 

为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油茶“双千”计

划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桂政发〔2018〕52 号）和 2018

年全区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精神，扎实做好 2019 年度油茶产业发

展各项工作，为实施油茶产业“双千”计划开好头、起好步，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思路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做大做强油茶产业的要求和部

署，以扩大产业发展规模、提高产业发展质量为目标，以宣传和落

实油茶产业“双千”计划扶持政策为核心，以完善组织机构、保障种

苗供应、推广先进模式、强化科技支撑为重点，为实施油茶产业“双

千”计划打基础、树样板，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二、目标任务 

——保障油茶苗木供应。全年上半年保障油茶良种大苗供应不

少于 3700 万株，下半年供应不少于 3300 万株。2019 年新育油茶

苗木 1.2 亿株，培育 2 年生大杯苗不少于 6000 万株。 

——扩大油茶种植规模。全年完成油茶新造林 50 万亩、低产

林改造 50 万亩（任务分配详见附表）。 

——加快“双高”基地建设。全年创建油茶高产高效示范园不少

于 50 个，高产高效示范点不少于 1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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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产值稳步增长。加强现有林抚育管护，提高林地产果

量，全区油茶籽年产量达到 30 万吨以上，油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230

亿元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保障油茶种苗供应 

加强油茶采穗圃建设。督促各定点采穗圃加强生产管理，保障

全年穗条供应。在河池、百色、桂林等穗条需求较多的地区新建采

穗圃不少于 3 个，改扩建现有采穗圃 20 个，增加油茶品种数量，

优化品种结构，满足油茶育苗高品质穗条的供应。 

加快油茶良种大苗培育。建立油茶大苗培育扶持机制，年内自

治区安排补贴 5000 万元以上用于扶持油茶大苗培育。制定全区油

茶保障性苗圃建设指导意见，在全区布局油茶保障性苗圃 30 个。

从 2019 年起，每年落实保障性苗圃培育油茶大苗 7000 万株以上。 

加强种苗市场流通管理。严格油茶种苗市场准入制度，供应苗

木原则上以区内良种苗木为主，从外地调苗要坚持适地适种原则，

从区外调苗要依法严格执行备案制度。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

导和把关，加强油茶种苗供应信息宣传和种苗基本知识、政策法规

的教育普及。 

积极开展种苗执法活动。加强油茶种苗生产、经营和使用管理，

严格执行定点采穗、定点育苗，引导和推广定单生产、定向供应，

确保品系清楚、种源清楚、销售去向清楚。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组

织开展油茶种苗质量专项执法活动，依法查处油茶种苗生产、供应

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油茶种苗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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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自治区林业局种苗总站、营林处、计财处，各市、

县林业主管部门） 

（二）推进油茶低产林改造 

科学选择改造方式。全区油茶低产林面积大，成因复杂，要指

导经营主体针对种质杂乱、经营管理粗放、密度严重偏大、老残林

多、采收不当、气候变化等因素分类施策，采用抚育改造、嫁接改

造、截干更新、更新改造四种方法进行改造。 

创新低改经营主体。各地要把组建以油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

要组织形式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作为开展油茶低产林改造工作的

主要抓手。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组织管理

上给予指导，帮助合作社选好领头人，使合作社真正发挥作用。 

加强技术服务保障。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低产林改造工

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做到技术服务到田间地头，

各级培训向基层倾斜，保障每个油茶低改实施主体至少有 1 名经过

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 

（责任单位：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林业局营林处、

推广总站，广西林科院） 

（三）扩大油茶新造林规模 

挖掘油茶种植林地资源潜力。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各地

树种结构调整的指导，充分利用树种结构调整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腾退出的林地优先发展油茶。积极推进油茶产业向南扩展，桂东南

和沿海地区要因地制宜，开展油茶种植试验示范，石漠化地区要进

一步探索油茶种植经验，建设种植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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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油茶林地标准化作业管理。要指导经营主体按照油茶种苗

培育、栽培、低产林改造等技术规程实施作业，提高油茶林地标准

化建设和经营管理水平。在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争取创建国家

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和出口油茶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优化油茶造林技术和管理服务。各地要把油茶造林扶持政策在

部门官网公布，并通过会议、培训以及印发资料等多种途径宣传到

位、落实到位。要在种苗供应、技术培训、项目申报等方面主动服

务，通过组织统一购苗、联系公司包购茶果、提供管护技术指导等

多种措施解决林农的后顾之忧。 

（责任单位：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林业局营林处） 

（四）推进油茶示范基地建设 

增加油茶示范基地数量。各地实施油茶“双千”计划要与创建油

茶高产高效示范基地、林业产业核心示范区、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

目等结合起来，各项奖补资金要优先向示范项目基地倾斜，特别是

桂南新兴油茶种植地区要高起点、高标准创建一批油茶“双高”示范

基地，带动当地油茶产业发展。可通过新造适度规模的油茶林或整

合已有老油茶林地资源创建一批油茶“双高”示范基地。油茶林面积

超 5 万亩的县（区），每县创建的油茶“双高”示范基地（示范园或

示范点）数量原则上不少于 10 个。 

发挥国有林场示范带动作用。各级国有林场和国有林业公司应

充分利用国有单位林地资源和专业人才优势，建设“双高”示范基地

带动油茶产业发展。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应创建集中连片不少于

1000 亩的油茶“双高”示范基地，有条件的市县级国有林场应创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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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连片不少于 200 亩的油茶“双高”示范基地。示范基地要坚持使用

达到 2 年生规格的大杯苗造林，强化示范带动效果。 

（责任单位：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林业局林场处、

营林处、科技处、推广总站） 

（五）创新油茶生产经营模式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进油茶产业发展中，应坚持适度

规模种植，不提倡农户零星造林。各级奖补资金应倾斜扶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推动农村林地资源、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聚集，引

导成立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油茶产业发展。油茶林地面积超

过 10 万亩的县（区），每县（区）培育农民油茶专业合作社不少

于 10 个。 

创新推广有效经营模式。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总结梳理当地油

茶造林组织经营模式和成效，大力宣传推广“公司+合作组织+基地+

农户/专业服务队”等经营模式，完善和推广油茶产业精准扶贫五大

模式，即：贫困户自主经营、贫困户+非贫困户合作经营、贫困户+

合作社+公司企业合作经营、贫困户以林地或油茶林入股经营、贫

困户以贷款资金入股经营。 

（责任单位：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林业局营林处） 

（六）促进油茶精深加工业发展 

大力培育油茶重点生产企业，林业产业相关项目资金要向重点

生产企业倾斜。各地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解决油茶重点生产企

业在生产用地、工艺改进、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环节的问题，

帮助企业加快化妆品用油、医药用油、洗护用品、茶皂素、茶粕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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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等油茶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促进全产业链发展。通过市场淘

汰和政府扶持等手段，引导油茶深加工企业联合重组，做大做强。

全年争取新增自治区级以上龙头加工企业不少于 5 家。 

（责任单位：自治区林业局产业处，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 

（七）推动油茶金融贷款项目落地 

研究出台广西林权抵押贷款办法、油茶林资源资产评估指引等

与油茶贷款业务相配套的政策文件。推动国开行广西分行、农发行

广西分行、广西农业信贷担保公司等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及金融机

构积极开发与油茶产业相适应的油茶贷款业务。总结推广国开行与

国有林场及各试点市县油茶贷款业务试点经验，进一步扩大业务范

围和资金投入量。 

（责任单位：自治区林业局营林处、林改处，各市、县林业主

管部门） 

（八）加强油茶产业科技支撑 

注重基层油茶技术人才培养。各级油茶相关技术培训向企业、

合作社、大户等实施主体倾斜。组建自治区助推脱贫攻坚油茶科技

服务团队，加强对各地种植技术的指导和业务培训；在油茶发展县

区设立的“新时代讲习所”开设油茶科技课堂不少于 1 次；油茶面积

在 10000 亩以上的县培养不少于 2 个经自治区认定的油茶专家，油

茶面积在 5000 亩以上的乡培养不少于 1 个经自治区认定的技术骨

干，油茶面积在 1000 亩以上的村培养不少于 1 个经自治区认定的技

术能人，保证全区每一个油茶专业合作社至少有 1 名经过培训的技

术人员，保障 200 亩以上油茶项目有一个经过培训的技术指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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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油茶产业技术推广。在“广西林业科技推广网络平台”（八

桂小林通 App）等网络平台开展油茶技术菜单式服务宣传推广，把

油茶生产经营的重点技术环节通过互动问答、小视频示范等方式普

及到千家万户。 

（责任单位：自治区林业局推广总站，各市、县林业主管部门） 

（九）加强油茶产业品牌塑造 

组织开展品牌认证（定）工作。各地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

开展与油茶品牌相关的“三品一标”认证和国家油茶森林生态标志

产品认定工作。油茶种植面积超过 100 万亩的设区市全年推荐相关

认证（定）的主体不少于 1 个。 

组织开展油茶产品展销活动。各地林业主管部门及油茶产业协

会要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区内外展销活动，相关部门在组织中国—东

盟博览会林木展时要开设油茶专题展位，提供更多优惠便利条件。 

发挥油茶产业协会作用。广西油茶产业协会要积极牵头，加强

与国内外大品牌公司的合作，制定“广西山茶油，健康长寿油”品牌

塑造工作方案，分阶段、分重点实施打造 3—5 个油茶桂系品牌。

筹划举办油茶旅游文化节等活动，深入宣传广西油茶文化。 

（责任单位：自治区林业局产业处、营林处，各市、县林业主

管部门，广西油茶产业协会）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建立以自治区领导为召集人的广

西油茶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聘请区内外相关专家成立油茶产业

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全区油茶“十三五”规划栽培布局范围内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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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参照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组建油茶办或其他相应机构，

配置专门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全面保障人力、物力、财力，形成强

大推力。要加强对各级油茶协会的工作指导，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

在产品营销、品牌塑造、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作用。 

（二）落实工作任务。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区直林场和国有林

业企业要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2019 年全区

油茶工作重点任务，自上而下，真抓实干，坚决完成 2019 年全区

油茶新造和低产林改造任务。要提前谋划、组织摸底、自下而上、

上下结合，做好 2020 年计划任务申报工作。 

（三）筹措扶持资金。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向当地党委、

政府汇报，争取将油茶产业项目列入各地“3+2”扶贫项目名目。通

过各地扶贫项目资金、乡村产业振兴项目资金补助一部分，金融贷

款扶持一部分，农户自筹一部分等方式加大对油茶产业的资金支持

力度。支持由广西油茶产业协会牵头，成立广西油茶产业发展基金，

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四）加强项目管理。各地林业主管部门要根据自治区印发的

油茶产业项目资金管理细则等管理文件要求，加强对项目申报的检

查把关，建立动态管理项目库，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确保项

目落实到人到地，提高项目质效。坚决禁止以权谋私、优亲厚友、

转移挪用、挤占贪污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最

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 

（五）大力宣传发动。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在各级主流媒体积

极宣传报道油茶“双千”计划实施情况，通过报纸、互联网等宣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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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会议、培训、讲座、印发资料等多种形式宣传油茶产业发展

政策、技术，指导群众项目申报、开展造林等，营造全社会积极参

与油茶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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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全区油茶产业“双千” 
计划种苗保障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油茶“双千”计

划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桂政发〔2018〕52 号）精神，充

分发挥政府引导职能，完善种苗扶持政策，加强油茶种苗生产指导，

提高种苗服务质量，保障油茶良种壮苗供应，确保全区油茶“双千”

计划顺利实施，制定种苗保障方案。 

一、油茶苗木需求情况 

（一）油茶苗木需求总量。根据油茶“双千”计划安排，全区利

用五年时间新造油茶 320 万亩，其中：2019 年计划新造林 50 万亩。

按现行油茶造林密度（80～100 株/亩）计，预计共需油茶苗木总量

达 4000～5000 万株。根据《2019 年全区营林生产计划预安排方案》，

全区油茶造林任务比较重的地区有河池、百色、防城港、柳州等 4

个市。其中： 

——河池市 2019 年计划造林面积超过 18 万亩，预计需要苗木

约 1800 万株； 

——百色市 2019 年计划造林 11 万亩，预计需要苗木约 1100

万株； 

——防城港市 2019 年计划造林 6 万亩，预计需要苗木约 600

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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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 2019 年计划造林 4万亩，预计需要苗木约 400万株。 

（二）油茶苗木质量标准。按照《广西油茶产业“双千”新造林

项目检查验收办法（试行）》执行。 

（三）油茶苗木销售指导价。根据油茶苗木市场行情以及综合

考虑苗木生产成本，全区油茶苗木销售指导价为：2 年生小杯苗 3.5

元/株，2 年生大苗 5 元/株，3 年生大苗 8 元/株。 

二、油茶苗木供应情况 

（一）油茶苗木品种结构。目前，全区 20 个油茶定点采穗圃

绝大部分都是以我区本地良种（岑软 2 号、岑软 3 号）建立的，生

产的油茶苗木主要是以岑软 2 号和岑软 3 号为主，占全区油茶苗木

总量的 90%以上。只有广西林科院、桂林市林科所、岑溪市软枝油

茶种子园、三江县富春油茶苗圃场等单位培育有少量本地其它良种

品种（岑软 11 号、岑软 22 号、岑软 24 号）以及省外良种品种（长

林 4 号、长林 40 号、湘林 1 号、湘林 GXL15 号）。据统计，2019

年可出圃的油茶苗木达 6809 万株，其中：岑软系列油茶良种为 6295

万株、长林系列油茶良种为 345万株、湘林系列油茶良种为 169万株。 

（二）油茶苗木供应情况。2019 年，全区预计可出圃供应造

林的油茶苗木为 6809 万株，其中，上半年可出圃苗木 4485 万株、

下半年可出圃苗木 2324 万株。各市全年可供应油茶苗木数量：河

池市 2472 万株、柳州市 1289 万株、百色市 1553 万株、桂林市 514

万株、梧州市 309 万株、贺州市 92 万株、南宁市 80 万株、来宾市

60 万株、防城港市 70 万株，区直林业单位 267 万株（详见附表 1）。 

（三）油茶苗木供需分析与对策。2019 年可供油茶苗木 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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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中:3 年生苗木 676 万株（大杯苗 209 万株）、2 年生苗木 4298

万株（大杯 353 万株）、1.5 年生苗木（2018 年 1～3 月培育）1835

万株（大杯 90 万株）。从总体上看，油茶苗木基本可保障全区油

茶年度造林计划用苗需求。 

1.苗木总体供应对策。全区全年可供 2 年生以上苗木 4974 万

株，其中：上半年可供 4485 万株、下半年可供 489 万株。可供造

林 49 万亩以上，剩余部分可使用达到出圃标准的 1.5 年生苗木造

林。由于近年各地育苗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大部分 1.5 年生苗木

在质量上完全可以达 2 年生苗木的出圃标准。 

2.苗木余缺调剂对策。根据各市年度造林任务，苗木供应富余

的有柳州市（889 万株）、河池市（672 万株）、百色市（453 万

株）、桂林市（264 万株）、梧州市（209 万株）和贵港市（35 万

株）等 6 个市；苗木缺口的市有 8 个，其中缺口较多的市有防城港

市（530 万株）、来宾市（140 万株）、贺州市（88 万株）等 3 个

市（详见附表 1）。以上苗木供应不足的市可以根据就近和自愿原

则到苗木富余的柳州、河池、百色、桂林等市和区直单位采购。 

三、2019 年预计新育苗情况 

（一）穗条产量 

2019 年全区穗条预计产量 260840 公斤，可满足新嫁接 1.2 亿

株油茶苗木的穗条需求。 

（二）新育苗数量 

2019 年预计新嫁接油茶苗 1～1.2 亿株。计划将 2018 年留床小

苗（约 1 亿株）中的 7000 万株更换轻基质无纺布大杯（规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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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12 厘米×高 16 厘米）进行 2 年生大苗培育，以保障 2020 年新造

林 70 万亩的良种壮苗供应。 

四、种苗生产供应保障措施 

（一）加强油茶采穗圃建设。督促各定点采穗圃加强生产管理，

保障优质穗条供应。一是强化抚育管理。加强采穗圃的水肥管理和

病虫害防治，及时除草抚育，适当修剪，促进采穗母树生长，提高

穗条产量质量。二是新建、改扩建一批采穗圃。在河池、百色、桂

林市等地新建采穗圃 3～5 个，改扩建现有部分采穗圃 20 个，适当

增加油茶品种数量，优化品种结构，满足全区油茶育苗高品质穗条

的需求。 

（二）加大油茶大苗培育力度。一是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油

茶产业保障性苗圃管理办法（试行）》，在全区布局保障性苗圃

30 个，从 2019 年起，每年培育的油茶大苗原则上由保障性苗圃实

施。二是各级林木种苗管理部门要准确把握种苗市场动态，提前下

达年度育苗计划，采取自愿申报和定单生产办法，引导和督促各保

障性苗圃做好大苗培育工作。三是组织技术人员到各苗圃进行指

导，采用 1 年生小苗更换大杯方式培育 2 年生以上大杯苗。2019

年完成培育油茶大苗 7000 万株以上，确保 2020 年造林对大苗的需

求。四是举办 1 期全区油茶育苗技术专项培训班，重点培训油茶苗

圃生产技术人员，提高油茶育苗技术水平。 

（三）加大油茶种苗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加大对新建采穗圃建

设投入。2019 年计划在河池、百色、桂林三市新建采穗圃 320 亩，

需补助资金约 170 万元。二是加大已建采穗圃的抚育管理。全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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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采穗圃 20 个，面积 2500 多亩，每年需投入抚育补助资金约

150 万元。三是加大对油茶大苗培育的补助。2019 年需培育油茶大

苗 7000 万株以上，需补助资金 7000 万元以上。以上三项补助资金

已列入 2019 年自治区财政预算 4000 多万元，还需统筹各方资金约

3500 万元。 

（四）加大油茶种苗市场监督执法力度。一是各级林木种苗管

理部门要深入油茶种苗生产基地开展种苗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提高

广大种苗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各项制度，做

到油茶种苗“四定三清楚”要求。二是开展油茶种苗专项执法活动，

加强种苗生产过程监控，防止假冒伪劣种苗进入流通市场。三是在

种苗生产重点区域公布打假举报电话，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坚

决杜绝乱引乱繁苗木行为发生。对发现的制售假劣苗木行为，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处理，切实维护油茶种苗市场秩序。 

（五）强化油茶种苗余缺调剂工作。一是各级种苗管理部门要

加强油茶种苗生产供应信息统计工作，及时掌握苗木供求动态，适

时发布油茶种苗供求信息。按照种苗供应就近原则，科学引导各地

开展苗木生产和余缺调剂。二是建立和完善苗木采购制度，可借鉴

河池市“询价采购”办法，解决苗木“特殊商品”属性在政府采购中的

难题，确保油茶种苗生产经营有序进行，防止苗木市场大起大落。 

 

附件：1.2019 年全区油茶苗木生产供需情况表 

      2.2019 年全区油茶种苗生产供应单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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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广西油茶种苗生产供应单位名录 
 
序号 市 苗圃名称 品种 

可出圃数量 

（万株） 
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 

南

宁

市 

那坡县木材公司德隆良

种苗木繁殖圃西乡塘育

苗点 

岑软 2 号、3 号 80 
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同富村雷懂

坡 
张日明 18607714117  

2 

柳

州

市 

广西三椿科技生物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23 柳州市三江县斗江镇斗江社区大办

屯/斗江镇斗江社区大办屯、周牙村

读论屯/良口乡大滩村安马桥 

吴志福 13907729208  长林 40 17 

长林 4 号 17 

3 三江县富春油茶苗圃场 

湘林 XLC15 31 

三江县八江镇三团村 林其瑞 18385824137  
岑软 3 21 

长林 40 5 

长林 4 11 

4 
柳州市笑缘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164 柳州市鹿寨县鹿寨镇角塘村查比屯 吴洪亮 0771-2870211  

5 

桂

林

市 

桂林市林科所（包括宜

林公司） 

岑软 3 号 100 

桂林市尧山路 1 号 黄东 18107833416  

岑软 2 号 41 

长林 4 号 35 

长林 40 号 40 

湘林 xcl15 108 

6 龙胜种苗管理站 

长林 4 号 50 

长林 40 号 40 

岑软 3 号 100 

7 

贵

港

市 

贵港市苗圃 岑软 2 号、3 号 45 贵港市仙依路北段 梁业华 13707859023  

8 

梧

州

市 

岑溪市软枝油茶种子园 

岑软 2 号 60 

岑溪市岑城镇六田村 吴艺梅 13635093200  

岑软 3 号 120 

岑软 11 号 2 

岑软 22 号 1 

岑软 24 号 11 

9 岑溪市岑软油茶苗圃场 

岑软 2 号 33 岑溪市岑城镇乌峡村二组/岑溪市

糯垌镇黄堂村、岑溪市岑城镇乌峡

村二组 

黄学文 13367606936  
岑软 3 号 37 

10 
岑溪市富洋种业有限公

司 

岑软 2 号 23 岑溪市工农路１６０号/岑溪市糯

垌镇新塘村九、十组 
林志坤 13667743438  

岑软 3 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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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苗圃名称 品种 
可出圃数量 

（万株） 
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1 玉

林

市 

广西绿维苗木有些公司

（广西荣峻农林有限公

司） 

岑软 2 号、3 号 43 
玉林市胜利垌开发区逸华居A幢商

铺 106 号 
封茗耀 15707752220  

12 
广西武宁油茶种植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5 

兴业县龙安镇六西村凤凰山公路

边、兴业县大平山阳村大岭脚 
梁心洁 18977508978  

13 贺

州

市 

贺州市林科所 岑软 2 号、3 号 20 梧州市高旺路 110 号 汤庆宁 0774-2666408  

14 八步区林科所 岑软 3 号 72 贺州市八步区步头镇梅花街 136 号 凌所长 13978409838  

15 

百

色

市 

广西田林县鑫福源山茶

油开发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23 

广西田林县乐里镇绕城路/田林县

乐里镇百花寨村百花寨屯 
黄妙玲 18977690098  

16 田林县乐里林场 岑软 2 号、3 号 130 田林县乐里镇河南片 446 号 牙小红 18978629993  

17 
那坡县木材公司德隆良

种苗木繁殖圃 
岑软 3 号 320 那坡县德隆乡德隆街一组 岑春荣 13977670159  

18 
西林县精准农林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80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普合乡新丰村 叶福友 15277682233  

19 
西林县土黄宝玉苗圃中

心 
岑软 2 号、3 号 100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八达镇土黄村果

麻屯（广南路口至古障方向一公里

处） 

何宝玉 13471677888  

20 
右江区百色市万木春园

林景观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50 

百色市右江区龙景区 LJ03-13 地块

龙旺大道与经五路交汇处百泉花鸟

市场二楼 A1 号/百色市右江区龙景

街道办百法村百岗农场 

韦丽丹 18807769899  

21 
右江区百色市艺华种植

苗木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57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那务村泽

屯 65 号/永乐镇那务村泽屯 4 组那

站 

李玉战 15177075005  

22 
广西建丰果苗培育有限
公司 

湘林 1 号 30 隆林县新州镇民福村八达屯 宋建华 13996959999  

23 
田阳县敢壮山林场（原
国营田阳县右江林场） 

岑软 3 号 600 田阳县田州镇解放东路 353 号 王雄伟 13977629870  

24 
广西田东旺山种苗有限
公司 

岑软 3 号 8 田东县平马镇东恒路 49栋 3-203号 黄世龙 13877858405  

25 
广西凌云县圣鹏园艺种
苗有限公司 

软枝 3 号 30 
凌云县泗城镇新秀社区盘龙小区
82 号、凌云县下甲镇水陆村 

叶圣鹏 13736397336  

26 
广西乐业旭东苗木科技
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 8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谐里村/

新化镇谐里村一组 
范东旭 18377668108  

岑软 3 号 17 

27 

河
池
市 

广西盛元现代林业科技
有限公司 

岑软 3 号 320 河池市金城江区侧岭乡拉合村 潘凯杰 13655870603  

28 

东兰聚龙生物科技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驻宜州基
地 

岑软 2 号、3 号 36 宜州区庆远镇宜畔村宜畔屯 章健康 15295961888  

29 
广西兴城园艺种苗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97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平洛村黄
家屯、小长安镇合北村积流屯 

曾  海 15007885299  
长林 40 号 20 

30 罗城东门苗圃 岑软 2 号、3 号 138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朝阳路 1

号/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二洞 
陆文海 13877872006  

31 环江华山林场苗圃 岑软 2 号、3 号 60 环江县洛阳镇永权村 覃晓琼 13471860119  

32 环江森阁苗圃 岑软 2 号、3 号 480 

河池市环江县川山镇古宾村古宾屯
/环江县洛阳镇永权村华山林场华
山分场 

章育锋 139897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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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苗圃名称 品种 
可出圃数量 

（万株） 
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33 

河
池
市 

环江友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59 

河池市环江县洛阳镇永权村华山林

场科技楼一楼/环江县洛阳镇永权

村华山林场华山分场 14 林班 9、18

小班 

赵祖友 18278820868  

34 
广西南国现代建设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24 

广西南丹县城关镇丹东路东段大转

盘旁 
王晓萍 15277145730  

35 
天峨县春灵生态苗木绿

化基地 
岑软 2 号、3 号 100 河池市天峨县六排镇纳合村纳合屯 叶日德 15105772567  

36 
河池天凤优良种苗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80 广西天峨县六排镇塘四区城西路 胡东京 13977885569  

37 

东兰聚龙生物科技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驻天峨坡

结都隆基地 

岑软 3 号 64 天峨县都隆村都隆屯 章健康 15295961888  

38 

河池市大洋林业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原东兰县

林业技术服务公司） 

岑软 3 号 120 
东兰县东兰镇曲江路 181 号 韦秀英 13977888465  

长林4号、40号 80 

39 
广西东兰聚龙生物科技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岑软 3 号 60 东兰县木材公司、东兰县三石镇纳

合村江脑屯 
章健康 15295961888  

长林4号、40号 30 

40 
河池市森源林业技术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5 

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东路 28 号/东

兰县三石镇纳腊村、宜州市德胜镇

立新村 

黄英贤 13907783231  

41 
东兰县恒富农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5 东兰县东兰镇五峰路 219 号 覃泽潭 18977877329  

42 
巴马昌冠园林有限责任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30 

巴马县巴马镇寿乡大道 1371 号/巴

马县那桃乡民安村民安街上队 
吴昌品 13877831523  

43 巴马民安林场 
岑软 2 号 35 巴马县巴马镇文体路 81 号/巴马县

民安林场民安分场 
石路 18977829118  

岑软 3 号 19 

44 

广西凤山惠民苗圃有限

公司（包括广西凤山绿

海绿化树种苗有限公

司） 

岑软 3 号 170 凤山县平乐瑶族乡力那村那弄屯 王盛锋 17758593301  

45 凤山太极种苗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60 广西凤山县凤城镇教育路 136 号 刘伦维 13877813123  

46 
凤山县荣兴园林有限公

司 
岑软 2 号、3 号 105 凤山县凤城镇巴旁村第二组 罗宏华 13977893478  

47 
广西凤山县三门海民乐

苗木培育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30 

凤山县凤城镇观音河西岸“恒升.迎

龙花园”C-26 栋/三门海镇坡心村、

凤城镇巴旁村 

黎承龙 15977808343  

48 
凤山县新叶苗木培育有

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25 

凤山县平乐乡力那村孔刨屯/凤山

县凤城镇松仁马安洞当雷、平乐乡

力那村孔刨屯 

向顺文 13877859409  

49 

来

宾

市 

广西武宣县大地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0 武宣县武宣镇太平路 20-1 号 李  剑 15978220111  

50 
广西红锦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50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派美

艺术酒店 301号/来宾市兴宾区凤凰

华侨农场蔬菜基地  

包佳慧 1897899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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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苗圃名称 品种 
可出圃数量 

（万株） 
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51 

防

城

港

市 

防城港市林木良种繁育

中心苗圃 
岑软 3 号 70 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高坝顶 苏学鹏 13768108715  

         

52 

区

直

单

位    

林科院 

岑软 2 号 11 

南宁市邕武路 23 号 陈国臣 13087717885  

岑软 3 号 31 

岑软 11 号 2 

岑软 22 号 2 

岑软 24 号 3 

53 三门江林场 岑软 2 号、3 号 103 柳州市城中区桂柳路 168 号 蒋小勇 13617804050  

54 六万林场 岑软 3 号 15 玉林市福绵管理区新桥镇被霞村 覃梅 13877501992  

55 
广西八桂林木花卉种苗

股份有限公司 
岑软 2 号、3 号 100 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 徐香梅 15977165300  

注：大杯苗指的是苗木容器规格在 12cm×16cm 以上。数据统计到 2018 年 12 月 10 日。 

- 74 -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所有奇数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440.79，相对垂直位置：46.92，胶带宽：93.86，胶带高34.97（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Odd
         5
         AllDoc
         51
              

       CurrentAVDoc
          

     440.79 46.9215 93.8635 34.9687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12
     10
     6
      

   1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所有偶数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36.81，相对垂直位置：35.88，胶带宽：135.27，胶带高45.09（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Even
         5
         AllDoc
         51
              

       CurrentAVDoc
          

     36.8092 35.8788 135.2738 45.0913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12
     11
     6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等比例缩放
     旋转：                顺时针方向
     尺寸： 5.512 x 8.268 inches / 140.0 x 210.0 mm
      

        
     0
            
       D:20190711160057
       595.2756
       140*210
       Blank
       396.8504
          

     Tall
     1
     1
     747
     290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Uniform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1
     10
     11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不缩放(裁切或填补)
     旋转：                不变
     尺寸： 5.748 x 8.504 inches / 146.0 x 216.0 mm
      

        
     0
            
       D:20190714164402
       612.2835
       146*216
       Blank
       413.8583
          

     Tall
     1
     1
     747
     290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None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f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76
     75
     76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