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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数千年农
耕历史所遗留下的基底性资源，它既
包含了生态循环、绿色种养农业技术
的物质价值，也包含了“天人合一”

“应时守则”的精神价值，蕴含着实现
共同富裕的深厚底蕴。2005年，浙江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第一批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开启了
浙江乃至全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
与保护工作。目前，浙江省全球和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均为全国
第一。保护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充
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其成为农村助
推共同富裕的“新引擎”，对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
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农业文化遗产是物
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有机统一体，天
然的融合了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
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所传承的生产
工具、水系利用、生物驯化、耕作技
艺、养殖技术等与现代农业科技有机
结合，可带来显著的物质财富。另一
方面，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的田园风
貌、村落格局、特色民俗、农时节庆、
民间故事等，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宝贵
的精神财富。浙江的农业文化遗产
主要分布在偏远山区和经济加快发
展地区，活态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特
点明显，充分发挥好生态、景观和文
化优势，能有效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有效治理，
丰富农村文化场景。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
推进共同富裕的原生动力

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
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它不仅
为先民的生产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更是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农耕资源。庆元县近年来依托
香菇文化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品
牌，实现森林资源保护，食用菌生产，
乡村文化旅游，产品销售协同发展，
2020 年全县食用菌行业三产产值达
40 亿元，菇农人均收益 2.6 万元。黄
岩蜜桔筑墩栽培系统，围绕“中华橘
源”主题开展品牌推广、文创设计，

“橘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位于钱
塘江源头的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
由“森林—梯田—茶园—溪流—坑塘
—村落”景观构成，不但观赏性强，还
体现人们尊重生态规律，建设美好家
园的愿景，过节吃鱼、女婿送鱼、来客
抓鱼等习俗一直是维系邻里相亲、家
庭和睦、环境和谐等方面的重要纽
带。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人与

自然协调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与
人和谐相处下的文化积淀。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索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要自觉纳入共同富裕大
场景，这是今后工作考量的重点。

一是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浙江已发掘的农业
文化遗产资源超过 40%来自山区 26
县，其农业物种、生态产品、自然景观
等具有独特的资源和市场优势。遗
产地应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纳
入“一县一策”精准发展，在保护的基
础上，进行创意开发，拓宽“两山”转
化通道，为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增
添动力。

二是挖掘文化内涵推进乡村文
化高地建设。农业文化遗产是最纯
粹的乡风文化，尤其是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源文化”，是打造浙江乡村文化
高地建设最具辨识度的标识。湖州
桑基鱼塘系统内出土了迄今为止最
早的绸片，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
源”；庆元香菇文化系统被认为是“世
界香菇之源”；德清淡水珍珠养殖与
利用系统被誉为“世界珍珠之源”。
这些“源文化”代表了浙江农耕文化
对世界农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应加快
省级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建库工作，加
快农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推进科
普研学基地建设，为展现共同富裕提
供美好的社会图景，满足城乡居民精
神文化需求。

三是传承农耕技艺助力生态文
明建设。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生态
智慧的集中体现，核心保护区是传统
生态文明的典范。杭州西湖龙井茶
文化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安
吉竹文化系统都十分重视遗产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划出了核心保护区，
建立了严密的生态保护机制。下一
步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建库和生态
补偿机制的构建，加快农遗系统中绿
色种养技术的挖掘整理，鼓励高校、
科研单位进行相关研究，全面推动传
统技术在现代绿色农业发展中的推
广和应用。

四是利用农遗民俗推动乡风文
明建设。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传
统民俗民风、伦理道德、乡规民俗等
积极的社会治理因素。在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
下，这些积极因素不仅不能丢，而且
要不断凝聚、弘扬和创新。要通过农
民故事大赛、农遗文化节、农民运动
会等活动，扩大农遗文化的影响力。
通过农遗文化吸引乡绅、乡贤回归乡
里，促进“两进两回”。要通过乡风乡
俗、乡规民约，营造淳朴民风，引导村
民做良好家风、文明乡风的践行者。

保护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
激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新动能

王通林

2007 年，迎着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被列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
风口，在外打拼多年的金岳品不顾
家人反对，毅然脱下西装，回到家
乡青田县方山乡松树下村，一头钻
进稻田。依托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他与几位农户合伙建立了 2000 平
方米的田鱼育苗基地和 40 多亩的
稻田养鱼基地，并推出了“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周边 80 余
户农民增收致富。目前，青田县稻
鱼共生系统总种植面积达 5 万亩，
稻鱼米价格从原来的每斤 2 到 3 元
提高到每斤 10 多元，仅稻鱼米一
项农民亩均增收近千元。

农业文化遗产涌动着丰富的
生物、技术、文化“基因”。借助农
业文化遗产品牌，各遗产地大力推
进特色产业发展打响知名度，也对
农耕文化进行了深入发掘和整理，
激发了农民的文化自信。从湖州
桑鱼丰收节、庆元香菇文化节等节
庆活动，到祭祀吴三公、青田鱼灯

舞等民俗活动⋯⋯随着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力 度
不断加

大，祈年秋雨、开犁开镰、丰收庆典
等传统农耕文化逐渐走入大众视
野，彰显着欣欣向荣的势态。

“生态兴则文明兴”，浙江省在
保护和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实
践中，充分发挥和保护农业文化遗
产的生态功能，将生态环境保护利
用作为重要评价因素。推动每个
入选的遗产系统进一步发挥生态
发展、绿色发展的优势，拓展农业
多种功能带动共同富裕。

走进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遗
产地，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保
护香榧面积达 5 万多亩，其中 500
年以上的古榧树 2.5 万株，千年以
上的珍稀古榧树 2700 多株，香榧
产量占全国的 60%，核心保护区
负氧离子浓度更是达到了 60000
个/cm3。如今，遗产所在地建设
了浙江诸暨香榧国家森林公园，

“千年香榧林，百岁养生地”的美
誉声名远扬。“这是一座没有围墙
的‘活体博物馆’，空气清新，令人
心旷神怡，非常适合周末短途旅
行。”每逢假日，绍兴市民王先生
就会驱车带全家来这里
度假。

擦亮遗产品牌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擦亮遗产品牌擦亮遗产品牌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留住农耕智慧留住农耕智慧 焕发创新活力焕发创新活力

““浙浙””里里，，农业文化遗产正大放异彩农业文化遗产正大放异彩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浙江因其“七山一水两分田”的
地形地貌特点，萌发了古老的稻作
文明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
孕育了数量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

“虽然浙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利用工作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但这远远不能代表我省优秀农
耕文化的总体面貌，大量的农业文
化遗产资源还处于待识别、待发
掘、待保护的状态。”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浙江正在
全省范围开展普查清底工作，建立
省级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作为认
定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申报
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
依据。

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浙
江深谙“农业文化遗产既是重要的

农业生产系统，又是重要的文化和
景观资源”之道，在品牌建设上，组
织农业农村、历史、文化教育、经济
等领域专家深入研究农业文化遗
产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价值评
估、功能评估和分类整理，建立起
了一套集农业文化遗产品牌指标、
评价方法、宣传展示、示范推广于
一体的支撑体系。

同时，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
浙江扶持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生态
景观、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发展有
机结合，推动遗产地特色农产品品
牌提档升级，形成具有独特市场优
势和核心竞争力的遗产地品牌，使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为浙江
省的又一张金名片。

（方桥坤 余 峥 陆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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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

⑧ 浙江桐乡蚕桑文化系统

⑨ 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

⑩ 浙江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

⑪ 浙江缙云茭白—麻鸭共生系统

⑫ 浙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

⑬ 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统

⑭ 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① 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

②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③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④ 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

⑤ 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

⑥ 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本版图片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在这个风清日丽的初夏，当你慢下脚步，走入浙江的田野山村——

你会被绍兴会稽山香榧的“古老”文章迷醉；你会感慨“丝绸之府”桐乡穿越四千年却依旧活跃的桑蚕产业；而印在《处州府志》中那段

记载缙云茭鸭共生的历史还在续写传奇⋯⋯

浙江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也是最早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省份之一。截至目前，已成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4 项，其中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以及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3 项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

数量均为全国第一。

这些农业文化遗产通过保护和传承，再次焕发出在农产品供给、生态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元价值，成为保留农业农村自然风貌、

乡土风韵文化，推动发展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乡村富民产业的新动力，成为浙江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闪亮风景。

⑥⑥

（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