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酉阳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项目资金使用安排和实施项目明细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
点

实施单
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总投资（万

元）

财政资金合
计

（万元）

中央财政资金（万元） 市级资金（万元）

备注小计
（万元）

2023年
资金

（万元）

2024年
资金

（万元）

小计
（万元）

2023年
资金

（万元）

2024年
资金

（万元）

1

淼汇源鑫
标准化油
茶示范基
地建设

偏柏乡
等

重庆市淼
汇源鑫农
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

司

改造、管护油茶基地10000亩，建设200亩标
准化油茶示范基地。

受益农户数35人，人均增收3000元
以上，增加当地农户务工总收入≥
12万元；每亩的产值可达3800元以
上；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400 100 100 50 50 0 0 0 

2

五福盈标
准化油茶
示范基地

建设

五福镇
等

重庆五福
盈林业发
展有限公
司、春生
愿景农业

公司

建设600亩标准化油茶基地，整修生产便道5
公里；建设运输单轨6公里；建成油茶智慧
农场系统一套（包括水肥一体化）；抚育管
护低产低效林3000亩，整修生产便道、机耕
道15公里。

受益农户数100人，人均增收4000元
以上，增加当地农户务工总收入≥
40万元；每亩的产值可达4000元以
上；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1200 300 300 50.00 250.00 0 0 0 

3

农恒标准
化油茶示
范基地建

设

车田乡
小寨村

酉阳县农
恒油茶种
植专业合

作社

改造、管护低产低效林1500亩，建设400亩
标准化油茶示范基地。

受益农户数40人，人均增收5000元
以上，增加当地农户务工总收入≥
20万元；油茶每亩可产700—950kg
生茶果；减少化肥施用量，提升地

力。

600 200 200 100.00 100.00 0 0 0 

4

瀚婷标准
化油茶示
范基地建

设

偏柏村
、石卡
村、鱼
水村

重庆瀚婷
油茶有限

公司

修建基地蓄水池2口；改建基地内便道、作
业道2km；改造、管护低效林1500亩，建设

400亩标准化油茶示范基地。

受益农户数43人，人均增收3000元
以上，增加当地农户务工总收入≥
12.9万元；亩产鲜果1350斤；减少
化肥施用量，提升地力，保持水

土，改善生态环境。

700 200 200 100.00 100.00 0 0 0 

5
茶皂素提
取加工厂

建设
麻旺镇

重庆酉州
油茶科技
有限公司

1、购置茶饼预处理设备（100吨）1套；2
、购置茶皂素提取设备（100 吨/50 吨）1
套；3、外围及保温工程1套；4、购置锅炉
系统（含室外管道和安装）1套。

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繁荣县
域经济；投产后可年生产茶皂素

5000吨。
1500 400 400 200 200 0 0 0 

6

油茶籽油
加工技术
改造及储
油能力提

升

板溪工
业园

重庆琥珀
茶油有限

公司

压榨工艺改造提升、精炼工艺改造建设、储
油能力建设、原料及饼壳车间改建、更衣洗
手消毒房间及门卫室建设、相关配套基建装

修等

年产茶油3300吨，茶油储存能力提
升到156立方米；与农户建立利益联
结，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减
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带动油茶

种植，改善生态环境。

900 300 300 200 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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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茶菜调和
油加工生
产线及存
储能力建

设

板溪工
业园

重庆琥珀
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

公司

建设日产150T/D茶菜调和油压榨生产线
1条，建设日处理200T/D茶菜调和油精炼生
产线1条，建设日灌装200T/D茶菜调和油生
产线，茶油调和油罐区建设，建设PLC自控

系统1套，产品研发及检测中心建设。

每年茶菜调和油产能达到10000吨；
拓展村民收入来源，提升农户致富
速度；带动酉阳本地及周边地区农
户大量种植油茶、油菜，改善生态

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4800 1200 1200 480 720 0 0 0 

8

车田乡山
茶油深加
工区改造

提升 

车田乡
重庆嘉倍
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建设1500t山茶油生产车间，建设智能化罐
装及包装流水线工艺提升工程，4个400t储
油设施罐；导热油炼油工艺升级改造；加工

配套设施设备购置安装工程建设

带动农户数50人，人均增收5000元
以上，增加当地农户务工总收入≥

25万元；年加工产能可达到
1500吨；减少生产过程中和能源消
耗和废弃物排放，改善生态环境。

6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9

本地高产
良种油茶
新品种培
育推广及
绿色防控

示范

龙潭镇
、泔溪

镇

重庆武陵
山油茶研
究院有限

公司

培育油茶良种苗木1200万株；收集20个油茶
新品种优树，建设试验基地30亩；建设油茶

种质资源库100亩

参与股权化改革，与农户建立利益
联结，提高农民收入；为酉阳油茶
产业发展提供品种、技术和人才支
撑，促进产业稳定和发展；保持水

土，改善生态环境。

1200 400 400 100 300 0 0 0 

10

油茶品种
资源库及
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

板溪镇
、车田
乡等乡

镇

重庆市林
科院

开展重点攻关本地良种品系和技术推广，攻
关栽培环节中的土壤配肥、树冠修建、病虫
绿色防控等核心栽培管理技术，开展轻简化
机械化技术研究，高产油茶栽培、修建、施
肥、宜机化管理技术，建设资源库100亩，

建设质量安全信息平台。

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助力油
茶基地建设；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
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为广大林农
提供技术指导，为油茶产业发展提
供指导和依据；保持水土，改善生

态环境。

2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11

茶油增值
加工及副
产物绿色
高效利用
关键技术
研究示范

产业园
酉阳县油
茶产业协

会

开展酉阳油茶原料品质、冷榨茶油健康功能
、副产物增值利研究及茶油加工技术集成创

新、新产品创制、产品开发。

提高油茶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
收入和企业利润；提供技术培训和
技术服务，提升当地农民的油茶种
植和加工技术水平；促进就业，增
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广绿色高效的
油茶种植和加工技术，减少环境污

染和资源浪费。

300 300 300 0 300 0 0 0 

12
油茶品牌
体系建设

酉阳县
、重庆
市等

酉阳县油
茶产业协

会

1、高速T型宣传牌建设2块；2、重庆西站
（高铁站）到达厅包柱广告位7块；  3、品
牌宣传手册设计与制作；  4、酉阳茶油官
方短视频打造运营；5、重庆轻轨媒体品牌
宣传； 6、社区媒体宣传； 7、茶油文化节

及直播活动；8、央视媒体宣传。

间接带动农户增收，增加财税收
入；完善酉阳县油茶产业的生产

链，带动油茶种植产业的发展，对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障社会稳
定具有一定意义；间接促进土地资
源的合理利用，维护生态平衡。

250 250 250 100 15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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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品牌体系
建设及供
应链拓展

酉阳、
广州等

重庆琥珀
茶油有限

公司

1、开发“琥珀”品牌纯茶油新产品；2、
开发“阳光琥珀”“琥珀坊”“琥珀堂”系
列品牌的纯茶油、茶油调和油、茶油礼盒等
产品；3、通过会展、媒体广告等多种形式
开展品牌宣传推广；4、拓展互联网电商平
台及专属渠道+会员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线
上销售服务平台；5、广州市、北京市建设
线下零售直营网点各一个；6、在中大型卖

场建设茶油专柜及日化用品专柜。

年产品销额达1亿元；参与股权化
改革，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提高
农民收入；间接改善生态环境，维

护生态平衡。

4000 1000 0 0 0 1000 500 500 

14
酉阳油茶
地理标志
标准创建

酉阳县
、重庆

等
县林业局 创建有武陵山区特色地理标志。

增加周边农户收入；为广大林农提
供技术指导，为油茶产业发展提供
指导和依据；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

利用，维护生态平衡。

150 150 150 20 130 0 0 0 

15

“酉阳
800”区
域公用品
牌建设

产业园
酉阳县生
态农业协

会

1、组织申办3场产品发布会、城市展销
会；2、进行酉阳800（油茶等系列产品）品
牌线上线下宣传；3、组建技术创新研发实

验室及技术团队。

年销售农产品45万斤，销售产值
1200万元；带动农户2800人，带动
农业产业化建设，品牌化经营，规
模化发展；引导和促使生产者生产
农产品向绿色、有机靠拢，提升农

产品品质和效益。

800 800 600 200 400 200 100 100 

16
产业园经
营主体贷
款贴息

产业园

县农业农
村委、中
国农发行
酉阳支行

对在产业园范围内从事与主导产业油茶相关
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按照重庆市有关

规定提供贷款贴息 。

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
油茶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

率，延伸产业价值链，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

1900 1900 1900 1200 700 0 0 0 

17

酉阳油茶
产业嵌入
式创新创
业服务

产业园
组建油茶产业专家服务团队，开展项目调研

、能力提升培育和指导等。

推动“酉阳茶油”品牌建设，完善
油茶产业链，增加茶油销量；提高
农民生产技能、文化和科技素质，
提高农民收入；间接美化乡村、维

护生态平衡。

300 300 300 0 300 0 0 0 

合计 19800 8200 7000 3000 4000 1200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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