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8 年第 3期

（总第 39 期）

四 川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村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四 川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乡 村 振 兴 研 究 中 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

抓好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助力攀西地区脱贫奔康

关于加快油橄榄产业在攀西地区发展的建议

油橄榄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我省油橄榄适宜区位

居全国前列，适宜区面积约为 12.54万 km2，最适宜区面积约

为 7198km2。攀西地区是油橄榄一级适生区，也是中国最早规

模种植区域之一。可以说“中国油橄榄看四川，四川看攀西”。
加快油橄榄产业发展，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康，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促进攀西地区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农业

强省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油橄榄能成为攀西地区脱贫奔康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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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涵盖凉山州、雅安市、攀枝花市，涉及 11个深

度贫困县，2403 个贫困村。油橄榄投入产出高，将成为巩固

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重要的产业保障。目前，油橄榄建园成本

约 2950~3750 元/亩，种后 4 年内管护成本 1500 元/亩；第 2
年鲜果销售约 1200元/亩，第 3年约 2400元/亩，第 4年进入

丰产期后，每亩鲜果产量达到 800kg，按 4元/斤收购价，每亩

销售收入 6600元。从调研来看，凉山州已种植近 6万亩，主

要集中在会理县、会东县、喜德县、冕宁县等地，部分园区已

陆续投产，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农户种植积极性高涨。

二、油橄榄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型实践

攀西地区的安宁河、金沙江、雅砻江等流域，是我国典型

的干热河谷气候，适宜油橄榄生理生长。发展油橄榄产业不仅

充分利用区域丰富而独特的农业自然资源，还是践行生态文明

的重要体现。油橄榄树龄长，生长快，四季常绿，在荒山荒坡、

贫瘠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具有较强适应性，相较于烤烟、石榴、

芒果等产业对水土资源的高要求，油橄榄不与粮争地，不与果

争水，提高森林覆盖率，改良土壤结构，遏制水土流失，改善

生态环境，使其更具生态价值。

三、油橄榄是攀西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

油橄榄产业链条长，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广阔。油橄榄

鲜果可以生产橄榄油、餐用橄榄；压榨后果渣可提取余油做化

妆品和化工用油，废弃物可生产生物饲料与肥料；橄榄叶可提

取生物医药原料，橄榄嫩芽可做橄榄茶；修剪后的枝条可做橄

榄木工艺品和建筑材料等。产业特性符合当前社会消费转向绿

色、健康的变化趋势。因此，发展油橄榄产业能成为攀西地区

农业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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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攀西地区加快油橄榄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做好油橄榄产业发展顶层设计

一是建议农林科研单位，开展油橄榄区域布局的限制因素

研究，并根据攀西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开展精细区划工作，评定

产区等级。二是建议攀西地区各市（州）和农林部门结合自身

实际编制油橄榄产业发展规划。

（二）加强油橄榄生产基地建设

一是抓好油橄榄良种选育及品种审（认）定，健全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和良种生产供应体系，积极推进良种基地、定点苗

木生产基地建设。二是培植示范典型，全面推行优良品种，积

极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努力提高单产水平，新建一批高产、稳

产油橄榄生产基地，对现有低产基地进行更新和改造。三是要

把发展油橄榄与退耕还林、生态防护林、水土流失治理等重大

生态修复工程紧密结合，因地制宜扩大油橄榄种植面积。

（三）推进油橄榄产业化经营

坚持“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的产业化思路，推进油橄

榄全产业链发展。一是鼓励通过联合、兼并和重组等方式，积

极培育产供销一体化的国家级油橄榄龙头企业。二是支持企业

在主产区建立原料林基地和建设仓储物流设施，推广“企业+
专业合作组织+基地+贫困户”等经营模式，建立长期稳定的购

销合作关系，引导贫困户开展专业化种植。三是鼓励企业利用

新技术、新工艺，开展精深加工和副产品开发，实现循环发展

和综合利用。四是结合“彝文化、阳光养生”等旅游要素，拓展

旅游功能，建设集科技展示、乡村旅游、彝族文化、阳光养生、

主题休闲于一体的油橄榄特色小镇和主题园区。

（四）完善科技创新转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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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继续提升国家良种基地建设。扩充凉山国家油橄榄种

质资源异地保存库，加大从意大利、以色列、希腊、西班牙等

地中海国家油橄榄品种引进力度。扩大油橄榄良种基地，完善

引种区、采穗区、试验区和示范区，更新良种生产设施，提高

种苗质量。二是将油橄榄纳入现代农（林）业产业技术体系加

以扶持，持续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攀西油橄榄整体

增产增效。三是建设国家级油橄榄工程技术中心、橄榄油检测

评级实验室，巩固我省油橄榄产业发展的话语权。

（五）加大对油橄榄投入力度

一是设立油橄榄产业发展专项。对基地建设、良繁体系、

产地加工、人才培训等给予稳定支持。二是整合退耕还林、农

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以工代赈等涉农资金，进一步向油橄

榄特色产业倾斜。三是加大保险支持力度。鼓励保险机构开展

油橄榄产品保险，支持油橄榄产品纳入到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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