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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了山林富了村民  

—洞口县开展生态扶贫纪实 

隆冬时节，天色未央，行走在杨林镇的康庄大

道上，连片油茶花迎冬绽放 , 清香四溢、满目雪白的

油茶花开得正旺 , 成为冬季里最为艳丽的风景。

“这些油茶来势不错，明年会是个丰收年。”

峨峰村贫困户李先银指着自家油茶树，乐呵呵说道。

一年前的他还窝在家中，等着政府上门救济，后来

峨峰村驻村工作队来到他家，跟他讲解了油茶相关

政策，带他报名参加了油茶培训，现在他自己种下

了近 17 亩“摇钱树”。

为实现高质量脱贫与保护绿水青山的相生共赢，

获得生态与发展的“双丰收”，近年来，洞口县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发挥林业

在脱贫攻坚中的天然优势和巨大潜力，将“林业大

县”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创新林业扶贫机制与模式，

走出“抓住产业牛鼻子，激发绿水青山潜力，使山

得绿、民得利”的生态脱贫新路子，“增绿”和“增收”

双促双赢，实现了群众致富和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发展绿色产业，助长绿色收入

走进洞口毓兰镇，但见漫山遍野的油茶林沿山

起伏，郁郁葱葱。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毓兰镇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油茶种植，还请来了技术员现场

为村民进行指导，并实施了油茶新开和低改。

彭泽兴是该镇梅田村第一个种植油茶的贫困户，

5 年前，他在村里的扶持下搞起了油茶种植，去年，

两亩多的油茶园给他带来了 1.5 万多元的收益。尝到

甜头的彭泽兴，又将自己的两亩多旱地改成了油茶

园。“以前种玉米、红薯，一年挣不了几个钱，现

在种油茶收入翻了好几番。”彭泽兴高兴地说。

油茶 3—5 年挂果，洞口县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统一采购苗木、

坚持“村社合一”，建好专业合作社，建立委托、

合作帮扶机制，引导扶贫对象以土地、扶贫贴息贷

款入股，参与油茶开发，并采取分期套种的方式，

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目前，全县共发展油茶 11.2 万

多亩，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230 家，带动贫困人口

21680 户 78048 人，参与油茶种植贫困群众每年人

均增收 3000 元。

洞口县的油茶产业发展只是该县发展绿色经济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提出种好柑橘、茶叶、

油茶“三棵树”的发展规划。走进“雪峰蜜橘之乡”

洞口县，处处可见“山外种柑橘、山内种茶叶、遍

地种油茶”的喜人景象，各个专业合作社正抓住冬

日“小阳春”的尾巴栽种优质蜜橘、茶叶和油茶幼苗，

栽下脱贫致富的希望。

“ 县 委 提 出‘ 三 棵 树 ’ 的 发 展 思 路，

贫 困 户 和 合 作 社 的 劲 头 高 涨， 我 们 公 司 发

展 更 有 新 动 力。” 为 在 古 楼 乡 仙 人 村 新 扩

茶 园 1200 亩， 洞 口 县 古 楼 雪 峰 云 雾 茶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米 加 升 近 来 忙 得 脚 不 沾 地。 

米加升介绍，茶叶季节性强，不比其他农作物，采

摘受季节和人工的制约。为帮助贫困户增收、确保

采摘品质，公司统一收购贫困户采摘的茶叶。

湖南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是该县从事茶叶

生产和销售的龙头企业。公司通过打造有机茶园、

规划生态旅游、建成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并与

贫困户签订入股分红协议等方式，为洞口县“三棵

树”脱贫攻坚战役鼓劲助力。

据了解，今年该县计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3136.92 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种植雪峰蜜橘、

茶叶、油茶脱贫致富。到 2020 年扶贫主导产业基

地突破 10 万亩，实现每个贫困人口一人一亩脱贫树。

实施生态护林，确保“绿”“利”双收

每隔一天，洞口县江口镇田胜村护林员肖宪平

徒步到苏宝顶半山腰，手握镰刀“披荆斩棘”。肖

宪平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里有五口人，妻

子身体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镇村两级经过考虑

推选他为护林员，他每年因此可增加 1 万元收入。

“从这边山头到那边山头总共有 9100 亩山林都

归我巡逻，虽然范围广、面积宽，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肖宪平指着远处说，巡遍所有山头要三四天时间。

“自从我当上护林员，每年可以为家庭增加 1

万元的收入，国家公益林和退耕还林的补偿政策我

也享受到了，加上种了 60 多亩猕猴桃，一年有 2 万

多元的收入，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他高兴地跟

笔者算起了经济账。

田 胜 村 共 有 1900 亩 山 林 享 受 退 耕 还 林 政

策， 按 照 125 元 / 亩 的 标 准 补 助， 该 村 可 得 到 补

助 23.75 万元。与此同时，市林业局还积极引导村

民开展生态商品林建设，给予 11 元 / 亩的补助。 

“现在，我们还在森林资源后期管护上做好贫困户

的‘增收账’，重点选聘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林业

生态管护工作，让贫困户在承担森林管护任务中就

地从业，有效实现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双赢。缓解

了林农‘绿’和‘利’的矛盾，有力支持了当地的

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该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该县严格按照“县建、乡管、村用”的

管理机制，优先将身体健康有巡山护林能力，能承

担日常护林职责的贫困人口选聘为生态护林员，全

县三年共选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