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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秀山自治县关于加快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秀山府办发〔2023〕22号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秀山自治县关于加快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十

八届县人民政府第 2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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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自治县关于加快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指示精神，推动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走深走实，加快培

育乡村产业“一主两辅”，推进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重

庆市经济作物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7年）》，结合实

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坚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优化茶叶产能和

增加茶农收入为目标，以生产绿色、有机茶叶为导向，创新全产

业链标准化模式和协同推进机制，着力构建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三“茶”统筹和三“产”融合的现代茶产业体系，实现绿色

兴茶、质量兴茶、品牌强茶。

二、主要目标

立足秀山茶产业发展优势和特色，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路，

稳规模、提品质、强品牌、增效益，力争到2027年，全县茶园面

积稳定在20万亩以上，年产干茶1.6万吨以上，实现茶业综合产

值30亿元以上，秀山毛尖、秀山红茶、秀山白茶成为武陵山区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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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茶叶品牌，带动全县3万茶农增收。茶产业成为全县乡村振兴

支柱产业之一，建成现代茶产业强县。

——形成一套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全面茶园面积稳定在20

万亩以上，完成秀山茶叶标准的制订和推行，构建以产品为主线

的生态种植、生产加工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打造一批

县级以上标准化茶园，高标准建设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示范基地，建成2个以上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绿色、有

机认证茶园5万亩以上，基地规模、质量保持全市领先，力争建

成全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经营主体。加大产业化联合体培

育，全县引育茶叶经营主体达100家以上，培育形成年销售额2000

万元以上龙头企业10家，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年加工干茶1.6万

吨以上，综合产值达30亿元以上，实现翻番，建成全市夏秋茶加

工示范基地。

——创响一个地域性强的品牌集群。大力推广“秀山毛尖”

绿茶特色区域公共品牌，完成“秀山红茶”、“秀山白茶”等公共品

牌注册，加大推广力度。创建市级著名品牌5个，县级知名品牌

20个，区域公共品牌价值达到30亿元以上。

——加快建成西部茶叶物流中心。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

道、一带一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践行近销西部、远销国外

理念。建设有特色的产地鲜叶原料市场，初步建成集干毛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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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茶具等为一体，冷链仓储和物流配套较完善的武陵山区茶叶

交易市场。培养茶叶经济人，大力发展电商等新业态。全县建成

秀山茶城1个，建立市外营销点5个以上，电商平台1个。

三、重点任务

以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为主线，大力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推进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稳步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一是助推产业集群发展。

根据资源禀赋、生态条件和产业基础，保持产业发展定力，重点

支持“两示范四组团”优势发展区，即：“两示范”：太阳山产业示

范带和川河盖产业示范带；“四组团”：洪安、峨溶、雅江、中平

组团，龙池、宋农、海洋、大溪、涌洞组团，清溪、龙凤、隘口

组团，梅江、兰桥、钟灵组团，逐步在现有基础上实施升级换代，

开展标准化示范建设，形成点上开花、线上结果、面上成型的20

万亩产业集聚格局，创建30亿级茶产业集群。二是着力实施两大

工程。实施标准化茶园建设工程，制订出台标准化茶园创建方案，

创建20个县级以上标准化示范茶园，建成2个以上全国种植业“三

品一标”基地，提升基地按标生产能力；实施绿色生态有机茶园

创建工程，推广绿色生产方式，认证绿色、有机茶园5万亩以上，

培育一批高端精品茶园，打造生态茶叶的“新名片”。三是创新

探索发展模式。加强高抗、优质、特色茶树新品种选育和引进，

良种覆盖率达80%以上。支持50亩以上的低产低效茶园，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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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改树、改管理方式，改造成基础设施完善、品种结构合理、

良种良法配套、标准化管理的高标准良种茶园或生态茶园。推广

业主认领、龙头企业带动、大户承包等模式，探索小微茶庄园发

展新模式，培育小微茶庄5家以上。

（二）加快构建现代茶产业生产体系。一是推进生产标准化。

坚持“标准兴茶”，编制推行“秀山毛尖”生产标准。开展SC认证、

ISO、HACCP认证培训。大力推广轻简化生产技术和质量认证，

鼓励支持茶叶经营主体开展绿色、有机茶基地认证。按照“一个

公用品牌、一套管理制度、一套标准体系、一个企业集群”的思

路，推进“秀山毛尖”等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管理和规范使用。二是

推进生产现代化。实施“茶业培训工程”，加强基层茶叶技术人

员、农民技术员、茶农、茶叶加工人员及茶艺人才培训力度，提

高科学种茶、制茶水平。坚持规模化、清洁化、连续化和数字化

发展，按照“满足功能、提升工艺、适应需求”原则，每年支持

10家以上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加工生产线技术改造。鼓励围绕夏秋

茶资源利用，开展茶多酚提取、茶饮料、茶食品、保健品、化妆

品等深加工产品研发。建成投用秀山县茶叶研发中心，加强与国

内市内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关键技术基础性研究与重大项目攻

关，推进农科教、产学研结合。三是推进生产安全化。建立完善

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追溯、消费者查询的全县茶叶质量安

全可追溯系统，加强茶叶农资商品的质量监管和销售源头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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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茶园投入品负面清单管理，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除草剂进

入茶园，推广生产记录台账制度，定期开展茶叶质量安全专项执

法检查，推进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实现茶叶质量安全检测合格

率100%。四是推进生产社会化。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加大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统防统治技术、绿色防控技术、全程机械化、新

产品研发等茶园管理综合配套技术和深加工技术推广力度。依托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茶叶研究所等科

研机构，组建专家服务站，共建秀山茶叶专家服务团，常态开展

指导与服务。积极发展茶园管理、采收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

一批茶叶经纪人，推动茶产业关键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大力实施

“机器换人”工程，支持适宜茶园修剪、施肥、鲜叶采摘等机械装

备推广，推广茶园机械化15万亩以上。

（三）全面构建现代茶产业经营体系。一是壮大经营主体。

实施经营主体四级联创工程，即：创建国家级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1家，市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15家，县级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20家，种植示范户（示范家庭农场）100户（家）。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鼓励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连锁加盟

等方式组建茶叶生产、加工、销售集团，强强联合、组团发展。

全县茶产业从业人数达3万人以上。二是补齐发展短板。支持龙

头企业建设专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仓储保鲜冷链设施，鼓励知名

电商平台建立产地仓等直采模式，支持商务、供销、邮政等系统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7 -

建立覆盖县乡村的快递物流体系，补齐补长茶产业仓储冷链短

板。三是拓宽市场渠道。立足“电商+”新型业态，支持武陵山茶

叶交易市场建设，提升各项服务功能，打造茶青、干毛茶“网上

茶市”。实施“走出去”战略，结合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支持茶

叶企业抱团到县外市场寻找经销商、代理商或建立营销窗口。加

快电子商务建设，加大与国内知名品牌电商合作力度，推动秀山

茶叶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并走出国门。四是创响区域品牌。制定品

牌发展规划，以“秀山毛尖”等区域品牌为核心，实施“基地品牌

化、企业品牌化、产品品牌化”三位一体品牌战略。制定完善品

牌运营管理规则，支持行业组织及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担品牌运营

维护、行业自律、信息发布、文化创意、质量安全检测等工作。

鼓励利用电视等媒体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开展区域公用品牌宣传

和企业形象展示。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参加国内外的茶叶展销会和

综合展会。实施茶城融合工程，在重点景区、街区、道路两旁，

特别是在城市标志性建筑的打造中融入秀山茶文化元素，塑造区

域公用品牌茗茶形象，打造持续输出平台。五是深化融合发展。

按照“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的思路，依托中国

区域美丽茶乡，支持洪安、钟灵、兴隆坳等优势区打造县级以上

茶旅精品线路10条、茶旅精品园区3个、茶旅特色小镇3个以上，

创建国家农业公园，加快发展“茶叶庄园”，开发“茶旅+民宿”“茶

旅+研学”等茶旅融合新业态，全面打造美丽茶乡。广泛开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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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茶日”“全民饮茶日”等茶事活动，坚持定期举办具有地方特色

和旅游吸引力的斗茶大赛、武陵山茶文化节、制茶大赛。实施茶

文化“四进”行动（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引导形

成全社会饮茶、爱茶、关心茶的良好氛围。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组建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县分

管、联系领导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委、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

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秀山茶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协

调。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部门联动、乡镇推进、社会参

与”的茶产业工作推进机制。建立茶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加

强对茶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强化重点产茶乡镇（街道）的指导

和考核。充分发挥茶叶协会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优化政策供给。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政策，重点支持

高标准茶园建设、加工升级、品牌建设、企业培育、金融等五个

方面。

1.基地建设。300亩以上投产茶园管护达到县级及以上认定

为标准化茶园的，补助500元/亩，其中第一年达标补助300元/亩，

第二年达标补助200元/亩，单个业主补助不超过20万元。对2021

年度新建茶园灾后全面种植恢复的实行800元/亩救灾补助（救灾

种苗补助300元/亩+管护补助500元/亩）。2022年度新建茶园50

亩以上，实行种苗补助800元/亩，管护达到标准化的，一年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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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补助800元/亩，两年龄茶园补助600元/亩。

2.茶叶加工。一是厂房及设备。对从事茶叶加工的经营主体，

新建或改建厂房（厂房建设必须有用地许可证明）、购买加工、

储藏、电力等设施设备给予50%的支持，加工设备购置项目补助

不超过300万元/个，厂房建设项目补助不超过200万元/个。二是

夏秋茶加工。收购加工县内夏秋茶（5-10月份）鲜叶并销售按成

品粗茶（干毛茶）计，补助3元/公斤，加工企业补助总额不超过

50万元/个。三是深加工研发新产品。单个新产品上市后一年度

内销售额达到500万元、1000万元及2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分别

奖补10万元/年、20万元/年、50万元/年。

3.品牌建设。一是产品认证及品牌创建。对新认证的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分别奖励1万元/个、

2万元/个、2万元/个、5万元/个，续展绿色食品的农产品奖励0.5

万元/个；获食品生产许可证（SC认证)并正常生产经营的奖励2

万元/个；获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正常生产经营的奖励10万元

/个；获出口（境）农产品基地认证且年直接出口额达50万元以

上的奖励10万元/个，100万元以上奖励20万元/个；新获重庆市公

用品牌“巴味渝珍”授权用标的产品奖励0.5万元/个，续期合格的

产品奖励 0.1万元/个；新获重庆名牌农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称

号的，分别一次性奖励3万元/个、奖励5万元/个。二是品牌推介。

对参加国家部委或省(市)政府主办的综合性农展会、博览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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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获金奖（一等）、银奖（二等）、铜奖（三等）的产品分别

奖补5万元/个、3万元/个、2万元/个；参展产品交通运输费补助

标准县外市内0.2万元/次、市外0.3-0.5万元/次。三是品牌营销。

对在县内、茶叶专业市场开设门店，门面面积不小于20m2的，门

面租金按每年补助300元/m2，单个经营主体补助金额不超过15万

元，连续补助3年。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秀山毛尖”等公共品

牌宣传，举办秀山国际茶日等节会活动，参加中国国际茶博会、

重庆国际茶博会、中国农交会、西部农交会、武陵山商交会等展

会。

4.主体培育。一是社会化服务。开展茶叶机防环节作业的，

补助6元/亩。二是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对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基础设施设备给予扶持，单个业主补助不超过30万元。个转

企的，奖励0.5万元/个。对重组茶叶农业经营主体3家以上的产业

化联合体，正常运行且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奖励15

万元/个。

5.金融支持。对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基地建设、基础设施、生

产附属设施、加工及销售等环节的流动资金等，年贷款利息

在 3 万元以上的业主，财务资料完善，按照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50％给予贴息补助（已享受国市贴息政策除

外），其中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示范社年度贴息最高不超

过30万元，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年度贴息最高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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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 万元，其他经营主体年度贴息最高不超过 5 万元。支持创

新开展茶叶保险工作。

（三）强化要素支持。强化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

加大茶产业发展用地、项目资金、金融保险等要素支持力度，形

成对重点乡镇（街道）、企业共同扶持的机制。县发展改革委、

县财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委、县乡

村振兴局、县林业局、县文化旅游委等相关部门要因地制宜选择

项目实施，补齐发展短板，支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县市场监管

局、县文化旅游委、县商务委、县经济信息委等部门要对品牌创

建、地标注册、SC 办理、非遗认证、专利申报等工作加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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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5 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