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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榧，第一年花芽分化，第二年开花结
果，第三年果实成熟，芽、花、果三代同枝。
诸暨市赵家镇东溪村村民宣鑫灿，祖辈三
代以香榧为生。

“父辈以种植为主，我重点做加工，跑
市场、拓销路、创品牌，现在我的女儿也加
入了香榧产业，她在负责线上销售和直播
推介。”宣鑫灿说，农遗传承要与时俱进，他
要守护好自家在核心保护区内的 30 余棵
香榧古树，将香榧事业代代传承下去。

会稽山古香榧群内有结实香榧大树
10.5 万株，其中树龄百年以上的古香榧树
有 7.2 万余株，千年以上的数千株。春季
种植嫁接、秋季采摘加工、其余时间培育开
发⋯⋯自出生以来，香榧便渗透了当地榧
农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他们来说，农业
文化遗产，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未来。

“农业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们诞生于前人智慧，也必将在后人智
慧中持续发展。”闵庆文表示，农遗的可持
续发展，来源于它是一个包容性的体系，可
吸纳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

近年来，诸暨为香榧古树首创“数字化
可追溯系统”，全市 4.2 万株百年以上香榧
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环境等，都有实时动
态监测与跟踪管理。同时，当地推出“千年
古树香榧保护计划”，推出香榧古树认养、
定制服务，并引导本土企业与不同领域国
际知名企业携手，研发生产香榧护肤精油、
高端洗护、香榧食用油等衍生新品，以精深
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香榧产品附加值。
据悉，2021 年，在绍兴市香榧干果减产约
20%的“小年”，全市 4 万余户榧农仍实现
了户均2000元以上的增收。

重视农遗，让现代农业“返璞归真”。专
家认为，当人们不再单纯追求产量，而是聚
焦如何拓展农业生产的功能，那么农遗在生
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综合效
益都会显现出来，成为推进农村农民物质、
精神两方面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

浙江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叶明儿透露，通过深入研究“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的动植物互作机理，他和团队改进了

“种稻为主、养鱼为辅”的传统模式，创新打
造“种养并重”的数字标准化“稻鱼共生
2.0”，将稻田养鱼的亩均效益提高了10倍。
如今，全新的“稻鱼共生2.0”已从浙江青田

“飞”入云贵大山，带动遵义市湄潭县两路口
村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提高了近千元。

“浙江已发掘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超
过 40%都来自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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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他们将引导各个遗产地将农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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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负责人透露，浙江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工作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
全省大量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仍处于待识
别、待发掘、待保护的状态。眼下，浙江正
在全省范围内对潜在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进行普查，下一步将按照探索建立“区域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工作思路，争取
在全国率先公布“浙江省省级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资源名录”，为浙江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夯实基础。

创新与创造
让农遗的综合效益充分显现

青田迎来一场国际性盛会青田迎来一场国际性盛会，，背后是我省长期实践探索背后是我省长期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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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山区县青田，这
两天迎来一场重量级的大会——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
20 年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
Systems,简称 GIAHS）”保护倡议。目前，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65 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国
18项，居世界首位。位于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首个入选名录，此
外，湖州的桑基鱼塘系统和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也名列其中。

值此GIAHS 保护倡议发布 20 周年之际，多国农业部长、驻华
使节、国际机构高级代表、专家学者纷纷来到青田。会议规模大、层
级高、影响大。农业文化遗产，能为当下带来什么启示？大会前夕，
记者深入浙江的三个遗产地走访。

田鱼戏水，白鹭低飞。盛夏，在青田方山乡石前村，“稻鱼共生系
统”遗产地的核心保护区，梯田青葱、层层叠叠。当季水稻已进入拔
节孕穗期，当地农民戴着遮阳的斗笠，在稻丛里弯腰忙碌着。

“不会踩着水里的鱼儿吗？”记者好奇发问。
“不会哩，它们灵活得很！”村民热情回应。
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坡之上，印着不同花式的斗笠星星点点；

山坡之下，一座占地面积4057平方米的“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在
大会期间崭新开放。向下俯瞰，主体建筑宛如一条扭动身躯的瓯
江彩鲤，定格于山水林田之中。

灵动如游鱼。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如此，它们不是博物馆里蒙
着尘土的文物古迹，而是留在山野间会“呼吸”的生命体。

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
文认为，活态的、综合性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两大显著特
征。“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是活着的历史，承载着先人智慧沿用千
年，至今仍福泽一方，是当地居民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经济来
源；另一方面，它融合了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多方面特征，兼具发展经济、保护生态和传承文化等多重功能。”

寻找农业文化遗产，是现代农业的一场自我审视与回归。当
过度用药用肥、生物品种单一等问题逐一浮现，人们开始上溯古
代文明，从传统农耕中破题求解。浙江各地，都闪耀着先民们的
智慧——

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浙中金衢盆地，上山先民便定居村落，
栽水稻、吃大米，开启了世界稻作农业发展历程。

2500多年前的浙北，南太湖洼地，湖州先民巧妙结合当地“植
桑、养蚕、蓄鱼”三大农业生产，深挖鱼塘，塘泥堆放四周为塘基，逐
步发展出“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
桑基鱼塘复合生态农业系统，做到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几乎

“零污染”；
1500多年前的浙中北，会稽山脉，绍兴先民种榧造林，挑选野

生榧树中的优质个体，通过人工嫁接技术，培育出集食用、药用、油
用、材用等多种用途于一身的优良经济树种“香榧”，并在林下间作
杂粮、蔬菜、茶叶、牧草等，既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又降温增湿、调
节气候；

1300多年前的浙东南，青田先民依山开垦梯田，田面种稻、水
体养鱼，反复试养和驯化淡水鱼类，培育出地方特有品种——软鳞
味美的稻田田鱼“瓯江彩鲤”，一田两用、稻鱼双收，在耕地匮乏的
山区撑起“饭稻羹鱼”的田园梦；

800多年前的南宋，河网密布的杭嘉湖平原，湖州人叶金扬发
明附壳珍珠养殖法，规模化生产淡水珍珠从此成为现实；山高林深
的浙西南，庆元人吴煜发明“剁花法”这一香菇栽培技术，开创森林
菌类人工栽培利用之先河。这些种养技术在当地人的实践中不断
演进，延续至今⋯⋯

“一方水土孕养一方智慧，这些农耕模式自古而来，时光见证
了它们卓越的生命力。”闵庆文说，农业文化遗产结构精细，是人类
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在长期协同进化后，达到的和谐与平衡，它们
虽源自过去，但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却直通未来。

和谐与平衡
从传统智慧中寻找破题路径

“摇摇船，摆摆船，阿乌朵朵船，朵个阿
乌吃饭饭，早呢六只碗，夜头八只碗。”乘上
摇橹小舟，穿行在湖州南浔和孚镇荻港村
的古河道中，荻港渔庄董事长徐敏利唱着
一曲当地渔家民歌，领记者进入鱼塘纵横、
绿桑成荫的千余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

两岸，“鱼桑丰园”“渔灯映月”等石刻
汉字倒映水中，船从23座水乡古桥中依次
穿过，临河坐落的户户鱼桑人家，许多都开
起了农家乐、餐馆、民宿。

“老大，接一下嘞！”沿途各码头，村民们
用竹竿吊着篮子，热情送来鱼汤饭、生汉肉
饼子、鲜桑葚汁、爆鱼、鱼圆等特色小吃。徐
敏利一一取下分给记者品尝。“您现在体验
的，正是我们围绕遗产地独特的鱼桑文化最
新开发的一条水上生态文化旅游路线。”她
介绍说，“让游客们一路尝一路看，真切感受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色香味’。”

这位被村民亲切称呼为“老大”的农企
领头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荻港渔农后
代。早在本世纪初，徐敏利便敏锐感知到

“桑基鱼塘”在乡村文旅开发上的巨大潜
力。她通过悉心修整村里荒废的湿地、桑
林、鱼塘、民房，让荻港村渐渐拥有了一座
集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生态观光、农事体
验、亲子研学等项目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
体。产村融合中，全村人的腰包也渐渐鼓
起来了。

2017 年 11 月，“浙江湖州桑基鱼塘
系统”被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有了这张
“金名片”，荻港人的

干劲更足了，不少在外打拼的村民回到家
乡，投身鱼桑事业。徐敏利被授予“浙江湖
州桑基鱼塘系统成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扎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这是农业文
化遗产的一大共性。专家认为，农遗的保
护与传承，不应“闲人免进”，也不能“修旧
如旧”，需要更多人来认识它、实践它、发展
它。而农民，无疑是保护、传承农业文化遗
产的主体。

一位与会专家回忆自己 17 年前第一
次来到青田实地调研时，讲起“稻鱼共生”，
当地农民们都觉得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普通
种养方法。而现在，在小舟山乡、方山乡等
诸多乡镇，即便随机询问，几乎每位老百姓
嘴里都能骄傲蹦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一词。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青田筹备
专班负责人陈海民告诉记者，5 年前，青田
成立稻鱼产业农合联，县政府出资2000万
元组建青田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运营，建立稻鱼共生示范基地，为农民所种
的稻鱼米提供“统一规划基地、统一种养品
种、统一种植标准、统一收购加工、统一品
牌营销”的“五统一”产销支撑。

的确，只有真正在保护和传承中受益，
才能激发遗产地农民的文化自信，自觉自发
地参与实践。这其中，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
的带动，形成共建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也
需要当地政府推动，将农业文化遗产的资源
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富民增收。

如今，青田稻鱼米的身价也从原先的
每斤两三元跃升至10元以上，为农户实现
亩均增收上千元。目前，青田稻鱼共生种

养规模已扩展至 5.54 万亩，其中“五统
一”示范基地 7080 亩，去年总产值

2.65亿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
了，农遗的内在生命力也足了。

重生与激活
在保护和传承中让农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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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庆文

从体量看，浙江属于“农业小省”。
2021年浙江省GDP为7.35万亿元，居全国
第四位，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在全国排名
第 19 位；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3.0%、42.4%和54.6%。

不过从农业文化遗产角度看，浙江则
属于“农遗大省”和“农遗强省”。说其大，
是因为在中国18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浙江有 3 项；在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中，浙江占 14 项。这两个数据均居
首位。说其强，是因为浙江拥有世界上第
一个正式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
目，而且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效果最好、效益最高，不断为世界贡献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浙江方案”。

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状。在我看
来，原因有四：

一是浙江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浙江陆
域面积不大，仅 10.55 万平方公里，仅占全
国的 1.1%。但各地生态地理条件差异较
大，山地、丘陵、平原、盆地、滩涂、岛屿，加
上江河、湖泊与海洋，可谓无所不有。这也
导致了农业生产类型的多样，浙江的 14 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各具特色就是最好

的说明。
二是浙江有悠久的农耕历史。

浙江是世界稻作起源地、世界人工
栽培香菇发源地、世界淡水珍

珠养殖发源地、世界香榧原
产地，古代先民勤劳而智

慧，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养鱼著作《养鱼经》、
引领世界茶文化的《茶经》，还有享誉世界
的稻田养鱼、桑基鱼塘模式等等。

三是浙江及时占得先机。2002年，联合
国粮农组织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保护倡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
还只是一个概念，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
浙江抓住了这个机会，经过农业部和中国科
学院的共同努力，在 2005 年成功将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推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一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四是浙江勇于探索实践。农业文化遗
产是一个新的遗产类型，其保护和利用没有
先例，其系统性、活态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要
求建立新的保护范式和路径。农业文化遗
产的真正内涵和现代价值是什么？农业文
化遗产应当如何保护？青田的探索是成功
的，也正是因为青田的成功，不仅是将稻鱼
共生发展模式，而且将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
和动态保护理念推广到了省内其他地区。

回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
20 年，经历了从概念到行动、从项目到计
划，发展过程中虽有波折，但其具有的重
要价值和保护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认识，展示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这其
中，浙江 这 个“ 农 业
小 省 ”的 贡 献 无 疑
是大的。

（作者为农业农
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

“农业小省”成了“农遗大省”

绍兴榧农攀上蜈蚣梯采摘香榧。

❶青田农民收获田鱼。
❷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❶❶ ❷❷

湖州桑基鱼塘

（本版图片由各地
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