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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报道

“高纯”的原料：来自原始生态林

齐云山高纯山茶油，原料均采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齐云山区的原始生态林、自然成

熟的野生油茶籽。 齐云山自然保护区原始的生

态环境远离城市，方圆百里无城市化建设导致

的污染，生态条件极为优越，终年云雾缭绕，具

有非常适宜油茶籽生长和结实的四季分明、春

夏多雨、秋冬干燥、光照适宜的气候特点，且当

地的水、空气、土壤、温度及降雨量等维系在稳

定且平衡的循环状态，完整保全了山茶油的纯

净的营养素。 由于齐云山区出产的油茶籽贮量

丰富、分布集中、产量高、质量优，“齐云山高纯

山茶油”独享“稀世生态自然纯”之美誉。

“高纯”的提取工艺：原生态物理压榨

齐云山高纯山茶油榨取工艺采用“原生态

物理压榨法”。 齐云山高纯山茶油原料均选用

齐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优质茶籽进行加工，

经去杂后进行破碎、调质、挤压，让油脂从油茶

籽中分离出来，只制取初道压榨油，然后采用

高科技天然过滤提取技术精制而成。 充分保持

山茶籽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份， 色泽清亮，味

道纯净，甘甜，不调和、不勾兑、不染色、无添

加。 齐云山高纯山茶油所采用的“原生态物理

压榨法”是传统古朴的加工工艺结合现代高新

科技优势的完美融合，是绿色、无污染的提取

手段。 齐云山高纯山茶油百分之百保证了茶油

的原色原味，完整保留了山茶籽富含不饱和脂

肪酸、维生素 E、角鲨烯、茶多酚、黄酮等天然物

质而美名传扬，乃山茶油中之珍品。

“高纯”的设备、技术：欧盟设备，世界尖端技术

据调查，对于物理压榨的山茶油，目前大

部分企业生产的山茶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压榨前须将茶籽反复蒸炒，天然营养已损

失殆尽；二、精炼设备采用落后的间歇式精炼

工艺，精炼过程须将茶油反复加热，使油品产

生苯并芘等有害物质而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鉴于以上问题，齐云山公司秉承“质量在

我手中，顾客在我心中”的理念，以顾客利益为

出发点，斥巨资，独家引进低温冷榨结合完美

的欧盟软塔技术设备。 利用精选优质野生山茶

籽直接进行压榨即可，无须蒸炒，百分百保证

了原料的营养素；严控高温和时间的六脱工艺

（脱水、酸、胶、色、臭、脂），各项指标标准均通

过电脑设置后全自动完成，确保反式脂肪酸增

加量低于 1%，且不含苯并芘等有害物质，完整

保存了野生茶籽维生素 E、角鲨烯、茶多酚、黄

酮等天然有益健康成份；齐云山公司还引进了

欧盟尖端的连续式精炼设备，使整个精炼过程

到灌装一直保持在密封的不锈钢容器内，真空

度极高，避免了间歇式精炼反复加热导致的安

全隐患。 齐云山高纯山茶油，全程原生态物理

压榨和提纯，全面符合欧盟食用油健康的高标

准，是真正的“高纯”山茶油。

《国家食物与营养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团

报告》中指出：推广“山茶油”能够改善中国人

的饮食结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而“齐云山高

纯山茶油”以高纯的原料、高纯的工艺和高纯

的设备，从源头把控，精细管理，真正为您打造

一款从“山上到餐桌”的健康而高贵的高纯山

茶油。

火腿肠“瘦肉精”事件余温渐渐散去，染色馒头、牛肉膏又将食品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问题，将消费者本来脆弱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近

来，笔者发现，市面上食用油销售同样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关注和探讨，像山茶油等高端食用油品牌货架前人头攒动，销售火爆，而同一超市

的多数食用油，虽然打折促销，依然门可罗雀，少人问津。

就此，笔者走访了食用油行业的资深专家和茶油生产企业，就食用油的安全和健康进行分析，全面解析了山茶油走俏的秘密。

“高纯山茶油”是怎样“炼”成的？

营养专家：“高纯山茶油”代表山茶油完全健康特性

专家指出，山茶油走俏并非偶然，而是在

食品问题频发的市场下， 消费者购买食用油

的一次理性的思考和认知的跨越。 中国植物

油行业协会指出：产自我国的山茶油，不仅不

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丰富，远超其它普通

食用油，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是《中国食物

结构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中大力提倡推广

的植物食用油， 也是国际粮农组织首推的卫

生保健食用油。

而“高纯山茶油”是能够完全代表山茶油

健康特性的高端油品， 所谓高纯山茶油是指

甄选原始生态林中自然成熟的珍稀油茶籽，

采用原生态物理压榨工艺， 结合欧盟技术设

备精炼，不调和、不勾兑、无添加，充分保留山

茶油的本色原味，轻脂肪，高烟点的高纯级山

茶油。

那么，“高纯山茶油”是如何“炼”成的呢？

笔者就此访问了高纯山茶油代表性企业———

齐云山公司。

岳阳县云山乡云山村救灾一线见闻

凌晨，他们在暴雨中奔走与坚守

本报6月13日讯 9日-10日，我省湘中、湘北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局部特大

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强降雨来临时，我省各级党委、政府

紧急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记者今天

从省防指了解到，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2.27万人，其中受灾比较严重的岳阳、益

阳、娄底分别转移群众14.12万、1.83万、2.59万人，有效避免4000多人伤亡。

安化县：强降雨发生后，县防汛指挥部于10日4时，对10个暴雨区乡镇启动

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县、乡镇、村三级干部迅速到岗到位，组织干部群众一起

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工作，紧急转移安置人口7100多人，避险转移18000余人。

新化县：10日凌晨，荣华乡普降特大暴雨，紧急转移群众9000余人。荣华管

区干部周石伟赶赴受灾最严重的曹家村，在救出10余名被困群众后，得知还有

1名老人仍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险，周石伟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与村支书谭

显胜一起，跳入水中，将老人安全救出。

岳阳县：10日凌晨，岳阳县东部山区局部特大暴雨。车洞水库因水库上游

来水迅猛，当地乡、村干部采取打锣、喊话、上户通知等方式对水库下游96户

288人紧急转移疏散至安全地段。

平江县：10日凌晨4时30分，大坪乡姜源、何染两村村干部及联村干部发现

河水异常暴涨，情况十分危急，他们顾不上家里，不顾个人危险立即逐户将靠

近河流两边的群众通知转移到安全地段。 全乡9个地质灾害点共1412人在4时

前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记者 胡信锋

本报6月13日讯 今晚近7点，乌云压

顶，山雨欲来。岳阳县云山乡文洞村李家

组，从10日起就开始负责在此组织村民抗

击山洪的云山乡政协主席唐志刚，与村民

一道经过多次勘查，终于选定了一个安全

的地带，“乡亲们， 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先

转移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在暴雨再次来袭

时确保全村人的安全。”

文洞村李家组是岳阳6.10特大山洪受

灾最为严重的地域之一。12日， 村里接到

通知，13日、14日可能还有特大暴雨。唐志

刚和村民们商量认为，虽然村民都转移到

了安全的地方， 但还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他

们决定再选择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重新搭

建救灾帐篷。

有些村民刚刚经历失去家园的打击，情

绪低落，认为重新搭帐篷是一种折腾，有些

抵触情绪。唐志刚一边说服，一边反复勘查

地形。最终，大伙答应再次转移。

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晚上近10点，文

洞村李家组100多名村民大部分已转移到了

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肆虐的风雨中，大家

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通讯员 张一

全省转移22万余群众 避免4000多人伤亡

暴雨再袭前，百余村民大转移

6月10日，娄底市新化县西河镇沙江村因暴雨被淹，群众在转移财产。 通讯员 郭国权 摄

特写

救援

■通讯员 张一

灾难面前，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

面。岳阳6.10特大山洪灾害发生后，当地干

部、群众、解放军战士用勇气和智慧，谱写

出一曲抗洪救灾的壮歌。6月13日，记者奔

赴岳阳县云山乡等救灾第一线，采撷了一

张张不同的英雄脸谱。

凌晨2点挨家敲门的村支书

10日凌晨2点，天降暴雨。岳阳县云山

乡云山村村支书廖孝龙的手机急促地响

了起来，“书记， 我家后面的池塘决口了，

房子被冲出了一个大洞！” 电话里传来村

民焦急的求救声。

“不好，可能要出大事了！”廖孝龙迅

速起身出门，一路跌跌撞撞，挨家挨户敲

遍了附近30多户村民的家门，“大家快到

安全的地方避一避，这雨下得有点怕人。”

几个小时过去了，村民们都集中到了

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早已成了泥人的廖

孝龙再也支撑不住，一下瘫倒在地。不久，

这30多户村民中，有8户人家的房屋倒塌，

如果不是廖孝龙挨家挨户地通知大家转

移，后果不堪设想。

不怕死的女乡长

云山乡的女乡长彭碧芳扎根基层工

作已有10多年。10日凌晨，在得知灾情后，她

立即奔向云山村。

道路深陷，桥梁垮塌，山体滑坡，一路上

的景象触目惊心，但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乡长

却毫无退缩之意，“就是爬也要爬到灾区群

众中去。” 冒着随时都会有大石从天而降的

危险， 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开裂路面上的陷

坑，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天刚蒙蒙亮时，彭

碧芳就到达了云山村。

看着这个平时光彩照人，此时却泥巴裹

满全身的女乡长， 村民们不由发出一声惊

叹：真是个不怕死的女乡长。

他在激流中攀绳泅渡

正当彭碧芳跋涉在通往云山村的山路

上时，云山乡的副乡长陈超也在艰难行走在

前往联合村的路上。一次次跌倒，树枝在他

身上划出了一道道血痕。然而，就当联合村

近在咫尺的时候，一道湍急的水流挡住了去

路，扔一块石头下去，巨大的声响表明这水

起码有一人多深。

危急时刻，陈超决定借着一根绳子越过

横亘在面前的激流。 他一步步走向对岸，突

然，脚下一滑，他被水流卷了进去。“快拉！”

岸边的人群慌了神，一阵猛拉之后，陈超终

于上了岸，他的身上却鲜血淋漓。群众们还

没来得及关切问一句，就听到他问：“灾情怎

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