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实茶叶产业大文章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关于全县茶叶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产业发展是关键。茶叶产业是竹山最具优势

的传统产业，也是全县精准脱贫和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为进一步

推动我县茶叶产业发展，4月上旬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毛昌盛和副主

任华新宇、陈应洲的带领下，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先后深入农业

局及大庙、得胜、擂鼓、宝丰、麻家渡、竹坪、秦古等乡镇，通

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全县茶叶产业建设

整体推进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规划引领，政策支持，茶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定位清晰，目标明确，形成了一个较为科学的产业规划。

2017 年 8 月，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茶叶产业后，形成了审议意见。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研究制定了支持茶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茶叶扶贫产业的意见》（竹发[2017]11

号），提出通过三年努力，把茶叶打造成全县精准脱贫的主导产

业。县农业局编制了《竹山县茶叶产业发展规划（2017--2019）》。

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出台一系列茶叶产业奖扶政策，极大地调动了

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掀起了茶叶产业建设的新热潮。

2、政策激励，措施得力，新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茶叶基地。

新建茶园选址当家田地，建设标准较高。通过分区布局、统一规

划、工程建园、政策奖扶、落实责任的方式，2017 年全县新建茶



园 3.81 万亩，已有 1.11 万贫困户、3.96 万人在茶叶产业链上实

现增收，年人均增收 5000 元左右。截止目前，全县茶叶总面积

达到 23.04 万亩，年产干茶 6120 吨，产值 7.96 亿元，茶叶产业

辐射 16 个乡镇、180 多个村的 4 万农户，带动 4 万户茶农、15

万人就业。

3、示范引领，专业经营，管好了一批优质高效的茶园。政

府补助、年度验收、适度流转、三年见效、交还承包的管护模式

茶农基本认同。通过茶叶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实行统一

经营、科学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途径，出现了得胜圣水、大

观山、宝丰肖家垭、竹坪陈家河、上庸大泉山、太阳坡和深河松

树湾等一大批管理规范、经济效益高的茶园，在全县茶叶生产中

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4、茶农增收，茶企增效，呈现了一派农企双赢的发展局面。

合作社支付地租租种其农户茶园，通过管护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通过加工和销售获得收益。茶农通过出租茶园、采卖鲜叶和提供

劳务也获得了丰厚收益，拓宽了收入渠道，增加了家庭收入，实

现了脱贫致富。茶叶产业富民增收效应初步显现。

二、管理粗放、合力不足依然是我县茶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1、重建轻管现象比较突出。由于人口大量流动，青壮年外

出务工，造成农村特别是边远山村“空心村”比较普遍，土地撂

荒现象严重，部分茶园变成茶树。如擂鼓镇姜西村现有茶园 1000

亩，能正常采摘的只有 300 亩；上庸镇南坝村寨子沟移民迁建时

建的茶叶 300 亩，已经见收，由于没人流转，两年无人管理，现



已荒了不少；麻家渡镇鸡公梁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建设的老茶园，

面积约 600 亩，现在能采摘的只有几十亩，大面积荒芜成茅草。

且大部分幼龄茶园投入不足，形成低、老龄茶园面积大，荒芜多，

效益低，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浪费了珍贵的耕地资源。

2、体制机制不全，建、管、营的主体责任不明。一是建园

难以规模化，虽然在区域布局上作了统一规划，可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部分农户不愿意种茶，只好在统一规划的地块中留出空地

来，有的将茶园建在高山无人居住的地方，有的开荒在陡坡地建

园。乡村统一建园时，擅自调整规划地块，造成不按规划、不成

规模的现象，导致建园标准不高，难以验收。二是撂荒土地经营

难，特别是常年外出人员的土地荒芜，统一建园后无人管理，村

集体找人管理，原户主又要钱，如不给流转费，管理人把茶园管

好了、见收了，原户主又会要回茶园，这样就没有人敢再管理了。

三是土地流转难，在种植大户经营中，难以成片流转茶园，且流

转费用高、成本大，经营者不愿接受流转。

3、市场经营主体难以形成。农业产业化是以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为基本特征的。大面积茶

园建成后，靠农户家庭经营、小打小闹作坊式的作法已难以适应，

而要真正做到产业化，必须有市场经营主体来拉动。但是传统的

经营理念、经营能人、加工、品牌、市场、资本等制约因素较多，

尤其是缺乏懂管理会经营的茶叶经纪人。据不完全统计，我县茶

叶龙头企业 3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83 家，在实际运作上大部分

只是借名或借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农民不是入股的“社

员”，未按《章程》运作和管理，对社员没有分红，专业合作社



只是茶叶个体加工户的“别名”，应该说是有名无实。个体加工

户依托来料加工、熟人市场赚取加工费，技术不规范、产品无认

证、商品无商标，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圣水公司作为

起步较早、较为规范的生产加工企业，产品注册商标，企业拥有

品牌，但在现有产出规模和市场模式下，一是担心鲜叶质量不过

关影响商品质量，二是不愿参与“鲜叶抢购大战”挤占利润空间，

三是新的加工技术尚在培训试验之中，四是受武当道茶品牌整合

影响等，近年的品牌效应有所下滑。其他茶叶加工经营企业没有

涉猎，整体感觉尚在培育当中，对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规范应该提

上日程。

4、茶园基础设施不配套。现在大部分茶园路网不配套，进

园劳作困难多。特别是 2017 年新建茶园只有个别基地实现了路

网配套，大部分基地配套设施不完善,制约了茶叶产业的长远发

展。

5、人才特别是乡土人才匮乏。茶叶产业人才队伍严重匮乏,

我县引进的茶叶专家 2 人，本县茶叶经作技术员 65 人，乡土技

术员和制茶能手 365 人，专业技术队伍与茶叶产业的规模极不适

应。而从茶园规划、建园、管护，到茶叶采摘加工、产品研发、

种植资源管理,再到市场开拓、茶文化建设、茶叶企业管理等各

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熟练工,而现在是一工难求。

6、龙头企业辐射能力不足。目前我县茶叶经营主体结构相

对单一,而且管理混乱,经济效益整体偏低。大多只是产品生产,

商品经营少。仅有的“圣水”和“十星红”两家规模企业，没有

形成规模生产。如圣水公司年产干茶 68 吨，产值 6700 万元，星



梦公司去年产量 40 吨，产值 3680 万元，两家龙头企业的产量和

产值只占整个产业百分之十二，在全部茶叶生产经营中的块头很

小。各地茶叶加工、销售各自为战，自产自销，成品茶大多是提

篮小卖,还没有走出去,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低水平重复上加工设

备,加工企业一哄而起,小商小贩抢购芽茶鲜叶，价格质量难以把

控，而普茶则无人问津，产品浪费严重，降低了单位面积的收益，

损害了茶农利益。

7、茶叶企业公平竞争环境不优。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有

减免税收政策，但在我县执行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全市除竹山、

竹溪对茶叶企业征收税款外，其他县市执行免征。不只是茶叶产

业，其他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农产品生产加工

企业，尤其是纳入规模以上管理的加工企业，担负一定的社会责

任，如带动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其地租、农民务工等费用都是

口头协议、现金支付，农民没有提供合法票据的理念和行为；加

工成本和生活成本交织在一起，也没有抵扣进项税额的合法票

据，税务机关按照适用税率计征税款，就转嫁了上游环节的应缴

税款到本环节，加重了加工企业实际税负。税务征收机关要依法

治税，认真落实减免税政策，积极探索进项抵扣项目，比如支付

农民的地租（流转费）、茶园管护成本、鲜叶采摘费用、茶叶加

工成本（水电费、人工费、机械折旧费）等。如果税率过高，又

不能抵扣，进规加工企业产品无法和个体加工户产品在市场上公

平竞争。

8、对贫困户的带动能力不强。据了解，在 4 万茶农中，只

有 2 万多是贫困户，贫困户只占二分之一；在 4 万多贫困户中，



只有 1 万多是贫困户种茶，只占四分之一，且一部分贫困户特别

是智商低的根本不会种茶。

综上所述，我县茶叶产业现状是：基地面积在增加，品牌效

益在下降；产量在增加，利用率在降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建管并重，创新机制，把茶叶打造成农民脱贫致富的支

柱产业

1、严格规划布局，把标准建园落到实处。建园是基础，必

须严格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工程作业、抽槽换土的方式建

园。从严把控既定的茶叶产业布局和茶园发展规划，始终坚持茶

园建设由高山坡地向中低山和平田平地集中的思路不动摇，以降

低建园成本和采摘成本。各乡镇、村在落实茶园建设过程中，必

须严格执行并遵从全县总体规划，不得随意更改调整。要根据茶

叶基地建设面积与乡村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原则，按照统一规划、

统一布局、工程作业、抽槽换土的建园模式，着力建设一批优质

高效、生态富民的标准化茶园。

2、创新体制机制，把产业扶贫落到实处。一是要明确“三

权”，即土地的所有权属村集体，建成的茶园所有权属承包土地

的农户，茶园的经营权属管理茶园的种植户或市场主体。为保证

管理茶园者的合法收益，防止合同纠纷，体现村集体的权利，必

须探索茶园流转的政策措施，研究出台我县土地流转和代耕的具

体办法；制定茶园流转、代耕通用合同文本，明确各方的权利义

务关系；茶园建成后，农户按照自营、流转等方式对接到户。同

时，对以贫困户身份建设的茶园必须另行造册，将扶贫扶持资金

按规定的标准兑现到户，不得出现非贫困户使用扶贫资金建茶园



的现象；贫困户可通过自营、流转、务工等形式在茶叶产业中获

得长效收益。二是要规范专业合作社的设置和运作。按照基地的

规模，配套专业合作社，研究制定专业合作社的标准，把此项工

作作为硬性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制定茶叶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的

准入制度，大力引进茶叶经纪人，支持鼓励回乡能人流转茶园、

建立车间、销售产品。为减轻经营者负担，对市场主体流转核心

茶园的，给予流转费补助。短期内难以寻找市场主体经营的，可

由村委会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实行村社合一体制，引导茶农入

社，组成利益共同体。合理布局茶叶加工企业，对新建茶叶车间

的，按每个车间服务的规模，由政府对新建厂房提供贷款贴息，

另外给予机械设备购置补助。研究制定人才培训计划，大力培训

乡土技术人才，培养不走的种茶、制茶能手，确保每个基地至少

有一名技术员。三是要放大茶叶品牌，巩固“圣水”，做强“十

星红”。对“圣水”品牌实行有偿使用，吸纳中小茶企、茶叶加

工厂、专业合作社加盟龙头企业，合力培植地方茶叶品牌，走集

约抱团发展之路，努力提高我县茶叶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

研究提高茶叶的综合利用效益，加快开发黑茶、砖茶、茶多酚等

新产品，以提高茶叶综合利用率，使茶叶走向大众化，实现效益

最大化。

3、合理制定奖扶标准，把扶持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

建园和茶园管理的补助政策，在补助主体上实行谁管就补给谁的

办法，以补给市场主体为主，代耕和流转的补给经营户；农户自

营的直接补给农户。在补助范围上，将建园工程费、种苗费和新

建茶园、幼龄茶园管理及荒芜的老茶园改造等费用，都纳入补助



范围，确保茶园存量名副其实。在补助标准上，制定分类补助额，

即新建茶园工程费和种子补助及新建无性系茶园的工程费和种

苗款的补助不能低于成本价，防止出现费用过低而虚报面积的现

象。新建茶园管理费和 2015 年后幼龄茶园管理及老茶园改造和

管理，一并给予资金补助。落实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减免税收

优惠政策，支持茶叶企业发展。同时还要因地制宜配套路网建设，

规划和建设产业路，添置必要的防虫设施。

4、严格检查考核，把目标责任落到实处。大产业需要主要

领导挂帅，选优配强工作班子，县乡村三级联动。县茶叶产业领

导小组应定期研究协调解决茶叶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

难和重大问题，建立茶叶专业本土人才培养机制，整合充实县茶

办工作人员，确保产业有人抓有人管。各乡镇、村要围绕任务目

标抓落实，着重在建基地、管茶园上下功夫，建立干部包片、包

村工作责任制，对擅自调整规划、不落实政策兑现、建园不达标、

管理失控导致茶园荒芜的，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确保我县茶叶

产业建设顺利推进、“三年规划两年完成”目标圆满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