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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应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传统农耕技术和乡村文化丧失、食物与生计安全等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 2002
年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在该倡议提出 20周年之际，为了系统认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现实

意义，科学分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问题与发展前景，邀请了 11位来自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遗产保护实践者，进行了一对一

的交流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农业文化遗

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对粮食安全保障的意义；农业文化遗产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征与价值，农业文化遗

产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对国际公约履约与国际合作的支撑作用；中国典型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与发展实践经验等。访谈结果表明：以活态性、动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生态农业技术、传统农耕文化和结构合理的生态景观，对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

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建立全新的范式，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还

需要建立政策激励机制、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多方参与及惠益共享机制，以充分调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农业生物多样性；生态农业；

粮食安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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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sponse to the loss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food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traditional farming techniques, and rural culture,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launched the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itiative in 2002.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itiative,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core valu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scientifically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is article used“question and answer
（Q&A）”to obtain a panoramic view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host and eleven academic interviewees based o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per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a range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gri-
cultur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agri-cultur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dynamic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The interview 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with living, dynamic, and systemic characteristics contain rich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of the ecological landscape are significant, when dealing
with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brought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special type of heritage,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eeds to be based on a new paradigm while
emphasizing the leading role of governments. In addition, it needs to establish policy incentives,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multi-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s to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local farmers.
Keywords：agri-cultural heritage;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 China Nation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China-NIAHS）;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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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

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农业

文化遗产分会主任委员，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主席、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

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访 谈 主 题

2002年，在庆祝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10周年活动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保护倡议，并将其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

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

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出现[2]。随后，

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GIAHS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启动。该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及其相关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进而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

该项目将努力发掘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与管理经验，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代

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3]。2005年，第一批GIAHS保护试点确定，

2015年6月6—13日，在罗马召开的FAO第39次大会正式将GIAHS列入常规工作。

经过20年的发展，GIAHS的概念和保护理念逐步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共识。截至2022年7月底，已有23个

国家和地区的67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GIAHS保护名录。GIAHS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村生态环境、复兴与

传承乡村文化、应用与推广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实现生态与文化价值转换、推动多功能农业发展与产业融合、提高农民

文化自觉与自信、促进乡村振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等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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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文化遗产是现代生态农业

发展的智慧源泉

嘉宾:骆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学

会副会长、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

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等，主要研究

方向为农业生态学与生态农业。

主持人：

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农业生态化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

要途径。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

“人地和谐”与“天人合一”理念和传统

农业技术，请问从当前生态农业和农业

绿色发展角度看，农业文化遗产有什么

重要价值？如何从生态农业角度提升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力？

嘉宾：

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以

人畜力为主的传统农业阶段和以工业

品投入为主的工业化农业阶段，传统农

业往往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商品率

低而被认为是落后的。然而，在工业化

农业风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

随着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等被大

量使用，不仅出现了食品质量问题，而

且产生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最初

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局部的，如植被

破坏、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水体

富营养化、酸雨等，后来与社会工业化

过程产生的问题堆积在一起，演变为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全球变

暖、气象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

等，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人们迫

切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并终于

认识到农业必须走资源匹配、环境友

好、食品安全的生态农业之路，实现农

业的生态转型。

如何才能够实现农业的生态转型

呢？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农

业文化遗产的优秀传统农业，能够协调

农耕田园与自然环境在流域景观上的

合理布局，构建起农业生态系统水平的

物质循环体系，巧妙利用品种、物种、种

群和景观上互利共生的多样性关系。

例如，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定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在景观

上精心保护了位于农田上方的大片森林

作为“绿色水库”，通过秸秆还田、堆肥还

田、粪肥与灌水一起冲肥入田等方式实

现了循环体系构建，传统水稻生产还获

得了抗性基因丰富、适应高海拔气候条

件的水稻品种，通过稻田养鱼、养鸭和

林中采集获得了营养丰富的多样产

品[6]。

以 FAO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终于认

识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关乎人类未

来的遗产”。有上千年传统的高畦深沟

农业系统和基塘农业系统，至今还在珠

江三角洲运行，并先后成为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更

是被列入GIAHS名录。有几千年历史

的作物轮、间、套作技术，至今仍为广大

农民所钟爱。2022年国家鼓励在黄淮

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间套作传统技术体系在新的

历史阶段重新获得重视。农业部 1994
年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稻田养鱼、

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意

见》，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

为第一个 GIAHS 保护项目，有近 2 000
年历史的稻田养鱼得到迅速发展。

发展生态农业是提升农业文化遗

产活力的有效途径。FAO在 2018年第

二届国际生态农业研讨会期间展示了

典型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并

认为其与生态农业有着共同特点，即通

过建立知识密集型体系推进农业可持

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2005年，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第一个正式授牌的GIAHS保护试

点项目，目前中国以18个项目数量位居各国之首。2015年，农业部发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2021年6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均将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写入其中。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多功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逐渐凸显，农民文化自觉性与保护积极性显著增强，科学研究不断深入，有效支撑了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了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队伍[4]。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而且在食物与农业系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

具有重要意义[5]。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新的遗产类型，其保护工作需要探索新的机制，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

究，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提出20周年和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启动1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11位来自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遗产保护实践者，

就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方面的意义，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路径和

实践经验等进行访谈，旨在更加深刻地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和保护重要性，更好促进农业文化遗产

学科体系建设和保护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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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目标在于维系和重新建立起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两者都是基于因地制

宜的农业实践。这些实践重视维系宝

贵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关系到饮食文化

和景观，都尽力获得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可持续性。优秀传统农业实践的形

成靠的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广泛深入

的思考，是长期不懈的试错、调整和整

合过程，因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

此，发展生态农业将更好地展现农业文

化遗产的活力和魅力。

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现代

生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因

为农业文化遗产是在“天人合一”哲学

思想的引导下，经过长期探索保留至今

的那些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借鉴自然为特色的方法，这些方法

与今天国际社会乐意采纳的“基于自然

的 解 决 方 案（Nature - based Solutions,
NbS）”[7]在原则和思路上不谋而合。二

是农业文化遗产是在获取资源能力有

限的条件下发展出的生态循环型农业

体系，这些体系可以为后工业化社会面

临的全球资源不足条件下必须发展的

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提供案例和思路。

三是农业文化遗产是在没有化石能源

驱动条件下的低碳方法，可以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所期待的低碳生态农

业提供模式与技术原型。

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传统

农业的物质形态，在其基础上孕育的文

化形态、社会形态甚至精神形态都值得深

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能古

为今用，推动社会稳健与可持续发展。

只有这样，农业文化遗产才能够得以保

护和深入发掘，并继续发扬光大。

2.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

还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嘉宾：曹幸穗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曾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

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业文

化遗产。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形成并

不断发展演化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联合国粮农组织明确提出“农业文化遗

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人类未

来的遗产”。请问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

历史学研究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从

农业历史角度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

什么现实意义？

嘉宾：

农业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形成并

不断发展演化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任何“遗产”都有历史属性，农业历史涉

及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农业文化遗产

特指那些至今仍然源源不断地为人们

提供优质农产品、富有传承价值的农史

精华。

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

忆。古农书记载，我国从西汉时代就发

明了“一穗传”的选种方法。我们今天

常说“选拔干部”“选拔人才”，这里的

“选拔”就是汉代“一穗传”的选种步骤。

平时在田里观察，如果发现了长势好的

穗子，就“选拔”出来，每年都“单种别

藏”，经过连续几年的定向“选拔”，选优

去劣，一个好穗子就变成了一个好品

种。已被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的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所种植的历

史上有名的早熟品种“康熙御稻”就是

康熙皇帝采用这种方法选育成功的。

传承发展至今，京西稻已成为海淀特有

的文化符号。水稻的矮化变异、抗病变

异、香味变异、多粒变异等，都可以“选

拔”出来，培育成特异的良种。其他的

作物品种，家畜家禽品种，也都是这样

选育、传承下来的。可以说，农业文化

遗产地里的动植物品种，都蕴藏着历史

的智慧、刻写着历史的记忆。

二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丰富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早在 2 000多年前，

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认识到保护农业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汉书·食货志》说：

“种谷必杂五种 ,以备灾害”，意思就是

农业生产要同时播种多种作物，利用作

物的环境差异性，有种有收，可以防备

发生灾害灾荒。利用三种途径做到“必

杂五种”：首先是从变异后代中选育出

各具特色的品种，实现品种多样性；其

次通过驯化稻、粟、豆以及瓜果蔬菜、桑

麻油药等栽培作物，积极引进外国的粮

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从而实现物种多样

性；第三是建立生物保护思想，保障生

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例如，《吕氏

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

年无鱼”，《荀子》中的“污池渊沼川泽，

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

也”，以及《孟子》中的“斧斤以时入山

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都是典型的代

表，在今天依然放射出睿智的光芒。可

以说，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着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文化基因，有着坚实的生物多样

性的资源基础。

三是农业文化遗产富含顺应自然

的生态智慧。农业文化遗产中适应不

同环境的农业布局和技术取向，使得我

国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类型最多、分布最

广、适应性最强的特点。中华农耕文明

遵循“天人合一”“敬天顺时”的自然法

则。比如，在土地利用方面，有南方的

稻作梯田，北方的石堰梯田，水乡的垛

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模式；在生态适应

方面，有草原游牧、农林牧复合、林菇共

育、稻鱼鸭共生等生产体系。这些顺应

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

成功范例，也正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

最为珍贵的精华。

四是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继往开来

的使命。应当特别强调，农业文化遗产

不是过时的“古董”或落后的农业，而是

世代繁衍、不断发展的活态农业系统，

是历史长河中积淀并得以传承的人类

智慧结晶。这种繁衍和发展，为现代农

业所倡导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

农业、循环农业、可持续农业提供了智

慧和经验。注入农业文化遗产的元素，

开辟新的农业发展道路，将有助于应对

农业面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

环境恶化、食品安全隐患、品种单一化

趋向加速等农业弊端和环境威胁。

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继承农业文化遗产的思想理念、技术传

统以及与时俱进、协同演变的机制，创

造出更加高效、环保、安全的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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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体系，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农业

文明，这就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

所在。

3.农业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要素

不应忽视

嘉宾：苑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类学民族

学学会民族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际亚细亚民俗学

会副会长兼中国分会会长等，主要研究

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包含着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贵州从江侗乡

稻鱼鸭复合系统的侗族大歌、云南红河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哈尼古歌、浙江青

田稻鱼共生系统的鱼灯舞等。请问农

业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怎样

的关系？两种遗产类型在保护与发展

中应当如何相互促进？

嘉宾：

从某种角度说，许多学科都与农业

文化遗产有关，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

能是离农业文化遗产最近的那门学科，

这是因为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农耕社

会和农耕时代所产生的农耕文化。所

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视域

更大，而农业文化遗产只涉及到农业，

其视域要小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侧重

技术，而农业文化遗产则注重与遗产保

护有关的所有层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

学、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

工艺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以及传

统农业生产技术等七个门类。农业生

产技术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关系密切，但

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农业文

化遗产更注重生态的系统性，涉及到农

耕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制度、农业生产

品种、农业生产用地以及农业生产设施

等方方面面，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

统农业生产技术则更强调传统农业生

产中技术层面的挖掘和保护。

民间文学摆脱不了其服务农业的

本质。在苗族、哈尼族、纳西族等西南

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许多家犬盗取

稻种的故事。这些民族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来自遥远的西北，是典型的南迁民

族。如果我们通过考古能弄清当地稻

作文化产生的时间，就很容易推断这些

民族迁入的时间。许多农业生产知识

也是通过民间文学传播的。譬如“头伏

萝卜二伏菜，三伏四伏种荞麦”，讲的就

是不误农时的道理，否则就会“人误地

一时，地误人一年”。在湖南、湖北、四

川、重庆等广大农村地区，流传着田间

地头唱《薅草锣鼓》的习俗，这也成为提

高劳动效率的有效手段。

传统表演艺术中的传统戏曲，本身

就是因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一

旦遇有旱灾、蝗灾、水灾，特别是当人力

所不能及时，人们头脑中冒出的第一个

想法，就是赶快给“龙王”“虫王”唱上三

天三夜的大戏。所以，即便到了今天，

农村的大戏仍然以庙会演出为主。

传统工艺技术大多与农业生产或

农民生活相关。4 000年前，小麦已经

从西域传入我国，但由于缺乏大型水利

工程作为依托，需要大水漫灌的小麦种

植并没有快速传播开来。此外相关农

产品加工技术，特别是面粉加工技术的

匮乏，也影响了小麦种植技术的快速推

广。之后随重大水利工程的建成和石

磨研磨技术的出现，麦粉加工技术难题

彻底解决，面食才得以大范围推广。同

时，西域传入的烤制技术、中原本土的

蒸制技术，都很好地解决了面食的加工

问题。这些面食加工技术也有力地促

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另外，泡菜腌制

工艺、卤制品加工工艺、腊肉制作工艺、

风干肉制作工艺，都很好地解决了肉制

品储存问题，这些传统工艺技术反过来

也很好地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节日仪式是农耕社会因农业

生产而生的节日仪式。云南红河的哈

尼族每年春季举行的“昂玛突”仪式，目

的就是祈求山林不会滑坡，村落、梯田

不会遭殃。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地区举

行的伏虎岩庙会，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耕

牛不受袭扰，以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

行。传统节日更是应农业生产节律而

生的一种历时性文化现象。春季的传

统节日多与播种和生命繁衍有关，如春

节庙会上的“唱春”、立春的“鞭打春牛”

等，都是为了农业的丰收。秋冬季的传

统节日主题主要是感恩，感谢土地带来

一年的收获。

传统工艺美术是很多地方人们重

要的收入来源，通过编筐织篓、纺织刺

绣来补充农业生产的不足，是传统社会

中人们常用的一种生计模式，也是农业

生产的重要补充。

4.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粮食与食物

安全观

嘉宾：成升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自然资

源学报》副主编，曾任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资源生态、粮食安全与食物

浪费。

主持人：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

可持续农业思想和节俭消费的观念。

请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和

反对食物浪费行动方面，分析一下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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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国家粮食安全内涵和外延因时而

异。在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粮

食安全就是“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

食为首政”。今天的粮食安全，已不再

仅指数量安全，更包含质量安全、结构

安全、营养安全、资源环境与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不再局限在生产端，也包括运

输、储藏、加工、零售甚至消费等全供应

链安全。特别是针对当今普遍的食物

浪费现象，我国 2021年已正式立法，减

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成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举措。

国家粮食安全的实质：一要保障农

业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生态的

不断改善，建立在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

系统功能基础之上的粮食安全不可持

续，水土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生态

环境的持续改善是粮食安全的自然基

础和生命基础；二要保障能够生产足够

数量粮食的生产能力，即充足的技术储

备和先进的农业设备装置水平，以及先

进的管理水平与组织能力等；三要保障

生产出来的多样化的粮食和食物在各

个环节能够尽量减少损失和浪费，特别

是在消费环节能够得到所有消费者的

珍惜，既满足人类对食物的生理需求，

也满足饮食营养与饮食文化的多样化

需求。这三者是构成“中国饭碗”和“主

要盛上中国粮”的核心和关键。所以，

当今国家粮食安全的本质是能够产得

出（产能）、供得上（储能）、调得快（运

能）、吃得好（节能），四者连续贯通，缺

一不可。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劳动人民在

数千年农耕实践中形成并积淀传承下

来的完整的农业文化思想体系和技艺

实操体系及模式体系，一方面支撑了中

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有效解决

了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带来的粮食安

全问题。农业文化遗产是覆盖中国传

统农业生产中所形成各种系统和文化

的完整体系，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

系统、技艺（农艺）体系和模式体系，以

及食养食疗文化和节俭消费文化等。

因此，除了人们较为关注的农业生

产环节和农事、农艺本身以外，还应该

包括古代先贤们从农业生产、生活中总

结凝练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

“处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利”的规律的系

统性认知。比如“二十四节气”“食哉唯

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土脉

论”“土宜论”“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

“物质循环”，等等。更重要地是，这些

农业文化不仅局限于农事活动和粮食

等食物的生产过程，而且更拓展至食物

消费的生活层面。比如《黄帝内经》中

《素问·脏气法时论》饮食总纲有言：“五

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

充”“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

其正也”[8]；针对现代人食物浪费的毛

病，“俭以养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古训名言，犹

警在耳。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对保障当前国

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价值[9]。应当特别

关注其理论与实践研究：一是借鉴传统

农业原理与技术保护并高效利用土地、

水和生物资源，如保护地方品种、依据

天时地利布局农业作物、发展间作套种

轮作以及施用有机粪肥，使“地力常

新”、资源持续利用、产品多样；二是依

据生态循环原理，重构“人-地-粮-畜-
肥-地”复合生态系统，加大系统中的物

质循环与能量利用效率，使“系统常

新”；三是根据当今城乡居民对食物营

养与健康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依据传统

农业多样化、多种经营理论，在农业文

化遗产地设计并示范包括主粮、杂粮、

饲料粮、养殖业、果菜等在内的营养导

向型生态农业系统，同时包括优质特色

农产品生产、营销、营养膳食配套等模

式，发展多功能农业；四是拓展农业文

化遗产内涵和外延，把博大精深的中国

传统食养与食疗文化纳入农业文化遗

产研究和实践中，以“美其食、甘其味、

养其身、康其体”；五是把弘扬勤俭节

约、俭以养德、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等传

统文化理念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食品浪费法》，融入农业文化遗产

理论和实践框架。

5.农业文化遗产地是重要的种质

资源库

嘉宾：杨庆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军

人才，院创新工程优异水稻种质资源创

新利用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野生植物

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学会民

族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理事，主要研究方

向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主持人：

种业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种质

资源是种业发展的“芯片”，种质资源保

护至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丰

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请从农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种源安全角度，分析一下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

嘉宾：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所有栽培或养殖的

动植物及其野生近缘种以及与之相互

作用的授粉者、共生成分、害虫、寄生植

物、肉食动物和竞争者，涵盖从品种（种

内）、半栽培和采集管理种（物种层次），

到具有多物种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由

此而形成的农地景观和相关技术、文

化、政策等。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起

源 300万年以来的文明成就和遗产，人

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不是简单的体力付

出，创造与发明伴随着生产中的每一个

环节，刀耕火种驯化作物，筑堤挖渠兴

修水利，扶犁耕作打造工具，等等，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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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动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同

时，驯化了延续数千年满足人类食物需

要和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物种，选育

了丰富的动植物种质资源。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发生与发展均与文化多样性息息相关，

且受民族文化与传统知识的深刻影

响[10]。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同时也是

众多民族的聚集地，各民族独特的传统

和习俗又进一步丰富了农业生物多样

性。大量研究表明，农作物品种的多样

性与文化习俗有关，甚至与不同民族的

饮食习惯或口味偏好有关，品种多样性

保持的重要原因是满足当地的传统饮

食文化需求。

我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农业生产

实践中，培育了大量的农作物地方品种

资源，极大地丰富了种质资源多样性，

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

食用、药用等传统习俗，保护和延续了

农作物地方品种。少数民族人口越多，

民族传统文化保留越好，在农作物品种

多样性形成与保持中的作用就越突出。

例如，云南澜沧县哈尼族、傣族、佤族、

拉祜族等少数民族丰富的传统知识，对

陆稻品种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11]；在黔东南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的

调查发现，当地不仅侗族传统文化保留

完好，而且在约 100 hm2的土地上同时

种植几十种传统糯稻品种，很好地证明

了传统文化与地方品种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12]。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驯化的物种和选育的品种不仅丰富了

适合当地生态系统的生物资源，蕴含了

适合本民族习惯的饮食文化，还融入了

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知识体系等，创造

并传承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具有农

业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

农业文化遗产地既是民族文化富

集地，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富集地，特

别是各具特色的种质资源。既是世界

文化遗产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的云南元阳哈尼梯田，其水稻品种多样

性与高度异质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

习俗密切相关，15个少数民族保持稻、

麦和玉米等地方品种多样性的主要驱

动力是满足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

生活需求[13]。在海南，长期生活在高山

上的黎族居民，利用刀耕火种方式沿袭

传统农业几千年，其长期种植的水稻品

种俗称“山兰稻”，是海南独特的旱稻类

型。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重要节

日“三月三”节，用农家自种的红米、黑

米、白米等做成的五色饭，以及采用黎

族特有工艺酿造的“山兰酒”，已成为这

一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食品。因此，山

兰稻品种不仅类型多，而且作为传承黎

族文化的典型象征被一代又一代保留

至今，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也被

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种质资源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种业发展和食物安

全的“芯片”，然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

发展而急剧减少，导致长期传承下来的

种质资源也濒临灭绝。保护农业文化

遗产，对于保护包括种质资源在内的农

业生物多样性、传承农业文化、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拓展农业功能，都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农民通

过农事活动，促进了种质资源随着自

然、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而不断适应和进

化，使其多样性得以不断丰富[14]。

6.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文化振

兴之路

嘉宾：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研

究”首席专家，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

发展。

主持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凋敝是不

争的事实，传统的乡村文化面临着消失

的危险。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战略，乡

村文化振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请从乡村文化振兴角度分析一下农业

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以及农业文化遗

产地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嘉宾：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上万年农耕

文明的集中体现和活态展演。从精神

层面上说，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典范，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

态与人文景观。这些传承久远的生存

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

也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源泉。因此，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意在留住那些与农业生

产和生活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从而建

立起子孙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从

现实层面来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只

是对传统的刻意存留，还必须考虑到农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就是对农业特

性和乡村价值的再评估，是对人类未来

生存和发展机会的战略性保护，其终极

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我

们在遗产地社区扎根的实践证明，从乡

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入手，为乡村

强基固本，是村落凝聚的情感基础和乡

村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以文化复育

乡村的行动表面上看是柔性的，但是它

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却是刚性的。

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实现乡村文

化振兴呢？

首先，需要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地村

落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工作，编撰乡

土教材和科普读本，引导强化农耕文化

的代际传承机制，从而筑牢乡村振兴和

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作为中华优秀农

耕文化的杰出代表，农业文化遗产地蕴

藏着丰厚的农耕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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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保护和弘扬的基点，也是迫在眉

睫的抢救性工作。同时，让传统的农耕

智慧以最亲和的图像和文字等形式呈

现，让科普知识与可触可感的农业景观

成为“活”教材，使年轻一代能在家乡发

现古老的农耕智慧，并成为保护和宣传

农耕文化的守望者和自愿者，这是当务

之急，也是长远之策。以此为路径，既

可以培育农民的保护意识和热爱家乡

的情感，加快地方农耕文化研究队伍的

成长，又可以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和

利用提供丰沛的地域文化资源。

其次，打造优质特色的农耕文化博

物馆，与天然的农业生态系统“博物馆”

相得益彰，使之成为传播农耕智慧、开

展乡土社会教育的重要基地。作为展

示农业文化、培育文明乡风、促进乡土

文化复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农耕文化博

物馆近年来受到一定重视。根据农业

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乡村文化

指导处采集的信息，全国已建有 1 600
多家各种类型的农耕文化博物馆，但普

遍缺乏精准的扶持和规范的管理，主动

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农耕文化教育活

动较少。鉴于此，农业农村部应联合相

关部门，制定管理条例，设立专门资金，

修缮和充实已有博物馆，确保其发挥应

有的作用。同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地

“天然博物馆”的优势，将科普教育与学

校教育有效衔接，这既是传播农耕文明

不可或缺的路径，也是推动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多功能农业发展

的文化阵地和展演平台。

最后，实施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带

头人培训工程，打造高校服务乡村的人

才培养模式，大力培育、扶持服务乡村

的社会公益组织，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

多方参与保护机制。目前从事农业生

产的主力军是老人、妇女和少数创业青

年，他们普遍综合能力欠缺、个人力量

单薄，难以承担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

主体性作用，特别需要外在力量的扶持

和帮助。近年来，在地方政府、高校和

科研院所、民间社会力量支持下，建立

了一些以传承和保护地方农耕文化为

目标的自愿性公益组织，在村落文化资

源挖掘、传统手工艺传承、良种保育、农

耕技术传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建议农业农村部联合民政部等

相关部门，一方面积极培育以传承农耕

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公益性组织，重点推

动当地农民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建设；另

一方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各

类社会组织，精准定点服务于农业文化

遗产地的乡村建设。通过在农业文化

遗产地的深耕式探索，使之成为中国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经典案例和世界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样板。

7.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产业振

兴之路

嘉宾：李先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创新团队首

席科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

粮食安全领域高级别专家组委员

（2017—2021）、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

主席、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

向为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全球粮食

安全。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处于经济相对

落后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文化传承的多重任务。请从乡村产业

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一下农

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农业文化遗产

地如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经济

发展。

嘉宾：

乡村产业振兴，资源是基础。经济

价值高低决定于资源的独特性和稀缺

性以及市场对其的需求。农业文化遗

产是经过严格评审筛选出来的，每个遗

产地都具有各自独特而又稀缺的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以下资源具有

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一是特色农畜品

种。来自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畜品

种在外观、营养成分、风味口感上优势

明显，经济价值较高。如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地贵州从江的特有稻米“香禾

糯”，气味香醇、糯而不腻、营养丰富；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安徽铜陵的白

姜，状如佛手、色白鲜嫩汁多、辣而不

呛，价格高于普通产品几倍。二是优良

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消费理念已从追求“吃得

饱”“吃得好”转向“吃得健康”，优良的

农田环境已成为遗产地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如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因少施或

不施化肥和农药，稻、鱼产品生态价值

被市场广泛认可，产品价格较高[15]。三

是独特传统技艺。与工厂化的流水线

生产相比，传统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更

具个性化和特色风味，如新晋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福建安溪铁观音茶

文化系统，不仅铁观音茶因复杂精细的

传统制作工艺形成了其独有的“兰花

香、观音韵”，而且不同大师制作的茶口

味也各具特色。四是传统农耕文化。

人类在适应自然以及管理水土资源过

程中不断传承的农耕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农耕智慧创造，具有极大的经济开发

价值，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西万

年稻作文化系统，依托其“稻作起源地”

的定位打造稻米区域品牌，带动了稻米

产业从种植向深加工、旅游观光、科普

教育等产业不断延伸。五是壮丽优美

景观。走进乡间田野的观光旅游一直

是大众旅游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云南

红河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甘肃迭

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等在内的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规模宏大、景观优

美、特色鲜明，已成为国内外游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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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旅游目的地，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民

就业和增收。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应当解决

好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充分利用当地

特色资源，通过产业融合发展等方式实

现乡村振兴。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四

个问题：一是找准产业发展的定位。保

护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产业发展的前提，

所以产业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立足本

地的资源特色，发展高端、小众、差异化

产品。由于遗产地多位于丘陵山区，生

态脆弱、人均资源少，在满足本地需求

之后的产品剩余数量有限，资源限制决

定了必须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16]。二

是选择合适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不

同遗产地的农业系统特征不同，应立足

本地特色和资源优势走不同的融合发

展道路，景观优势明显的遗产地可走

“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如广西龙脊梯

田；特色产品优势明显的遗产地，可走

“互联网+”模式，如内蒙古敖汉小米；农

耕文化优势明显的遗产地可走“传统文

化+”模式，如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的桑

蚕文化产业。三是建立多方参与、利益

共享机制。要协调好多元主体的利益

关系，尤其要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

人——农民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资

源变产品关键需要政府支持、企业运

作、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参加，多方共同

合作完成。现实中，因利益关系处理不

好难以形成合力去发展产业，或产业建

立起来后难以维持的例子不少。龙脊

梯田旅游业经历了从政府、企业和农民

矛盾冲突激烈到形成利益共享的良性

合作关系，证明了建立“企业能盈利、农

民能增收、政府有税收”的多元主体参

与机制，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保证[17]。四是打造区域公

共品牌和强化政府监管。乡村产业长

远发展需要良好的品牌支撑，树立公共

品牌是遗产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

径。为此，需要政府牵头将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统一起来，形成合力，共建

区域公共品牌，关键是要严格产品质量

检测，加强公共品牌规范使用和监管。

8.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关键是可

持续发展

嘉宾：孙业红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

任、教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

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旅游开发与规划

以及科普研学旅游。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研究与实践均表明，发展旅游是

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与文化价值

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

护的重要途径。但旅游是一把“双刃

剑”，如果管理不善，或发展模式不合

理，旅游很可能会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的负面扰动因素。请问如何科学认

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农业文化遗产

地如何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

嘉宾：

自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被列为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项目以来，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就成为一

个受到学界和业界关注的话题。关于

农业文化遗产地是否应该发展旅游已

经得到很多学者的正面支持，但究竟应

该如何发展旅游还在不断讨论中。通

过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旅游资源特

点，并结合在多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研

究，我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应注

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

游的特殊性。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

资源的特殊性。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

农业生产系统，其中的生态、文化、景观

等要素是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农

业等发展的资源基础，但如果只从乡村

旅游的角度来看待农业文化遗产旅游

资源以及开发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产品，

就会忽视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为

了形成农业文化遗产认同从而推进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这一终极目的，同时也

很难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传播

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用发展一般乡

村旅游的思路去对待农业文化遗产旅

游，更要警惕景区化理念带来的负面影

响。二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路径

的特殊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

基于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的资

源，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长期适应自

然所形成的本地文脉性资源，具有系统

性、多样性、复合性等特点。游客想系

统全面地了解这些资源，必须通过一定

的媒介，比如解说媒介、产品媒介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的旅游解说系

统建立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必要路径[18]。在浙江青田的研究

表明，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资源所形

成的解说系统，更能够丰富游客的体

验，也更有助于提升遗产地社区居民参

与的积极性[19]。

其次要正确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

游的可持续属性。一是农业文化遗产

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农业文化

遗产地大多是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旅

游的发展可能是增益型的收入增加，也

可能会因为管理不善等而成为破坏性

扰动的主要因素。脆弱的农业文化遗

产地，会由于其本身承载力有限产生严

重的生态问题，同时还应避免高生态与

文化附加值资源因大规模旅游发展而

造成丧失。二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

参与旅游活动的可持续性。在浙江青

田的研究表明，农户适度参与旅游经营

不仅可增加生计选择，也能够增强对农

业文化遗产的认同，从而增强其保护农

业文化遗产的意愿[20]。但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遗产地居民将旅游经营当作唯

一的生计来源，将土地流转或转包给其

他人，通过购买外来食材作为餐饮产品

的供给，对其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则会

产生负面影响。三是农业文化遗产地

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有像哈尼

梯田那样壮美的景观，但农业文化遗产

地作为传统农业地区，从观光的吸引力

上来讲相对较弱。因此，需要重视农业

文化遗产旅游形象和品牌的建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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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而有趣的解说建立基于农业文化

遗产知识的传播路径，并形成具有吸引

力的旅游产品；利用信息化技术展示传

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从而增强农

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吸引力；重视遗

产地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将传统农业的

组成要素带入游客的购买范围；基于社

区的旅游活动设计和参与性强的旅游产

品组合，将社区和游客连接起来以形成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使游

客形成反复重游意愿，增强农业文化遗

产旅游本身的可持续性。

最后要建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监

测评估机制。需要对农业文化遗产旅

游资源进行科学评价，对遗产地发展阶

段进行正确判断，以旅游凝视理论、认

同理论、期望理论等为基础，从社区和

游客的双重角度评价旅游产品，结合遗

产的本土重要性和全球重要性，建立系

统的监测评估体系，综合评判农业文化

遗产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9.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将有力支撑

履行国际公约

嘉宾：赵立军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对外投资促

进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对外

开放、全球粮农治理、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

主持人：

今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提出 20 周年，

经过 20 年的发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已经从一个概念发展到一个项目，

再到目前的业务化工作，成为继自然遗

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后的又一个世界性遗产类型。请问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一些国际性公

约有什么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

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嘉宾：

世界各地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自觉

或不自觉的保护和利用，在事实上促进

和支持了许多重要国际公约的实施，为

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隐形的公共服务。

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其“全球重要性”更是

一个突出的特征。

许多国际公约都与农业文化遗产

密切相关。一是政治类，如联合国最重

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其明确

指出各国要充分利用科学的知识、合理

的制度和有效的方法等，改进粮食的生

产、保存及分配，以此来保障人人享有

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二是农业类，如

FAO托管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ITPGRFA），其明确承认世

界所有地区的农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在

保存、改良及提供这些资源方面的贡

献，并指出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措

施，包括充分利用当地物种或适应当地

的物种，以及提升未充分利用物种的利

用度。三是环境类，如《生物多样性公

约》（CBD），其强调要尊重、保存和维持

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且与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

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又如《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其强调

要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

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

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

发展。四是贸易类，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TRIPS），该协定曾深入磋商对传统

知识、民间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也在持续推动

传统知识和文化，并就相关内容制定国

际文书。五是文化类，关联最密切的当

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WHC）。

此外，农业文化遗产对于自愿性的国际

倡议也有较为广泛的支撑，例如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鉴于农

业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和多元价值，尽

管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其缔结专门的

公约，但可以预见这只是时间问题。

正如国际社会对其他全球公共品

所做出的普遍性安排，农业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也离不开国际合作。尽管相

关国家承担主要责任，但国际社会有必

要开展各种类型的交流合作来取得全

球性目标，以提高各国和全球粮食系统

的韧性。在当前多边主义遭受挑战、世

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中国

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

的支持者和贡献者，有能力也应当发挥

关键作用，继续巩固和推动这一重要领

域的国际合作，这既是我国实施粮食安

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在

全球粮农治理领域提升话语权和议程

制定能力的需要。

现阶段应聚焦以下五个方面：一是

扩大农业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尤其是

提升遗产覆盖国家和区域的代表性。

经过 20年的发展，目前仅有 23个国家

和地区的 67 个项目进入 GIAHS 名录，

西方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认可度和

参与性仍比较低，迫切需要改善这一局

面。二是健全国际农业文化遗产治理。

FAO虽设有专门的 GIAHS秘书处和科

学咨商机构，但相关活动缺乏资金保障

和透明度，特别是在机制建设方面进展

缓慢，成员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有必

要持续推动GIAHS治理的改革，兼顾雄

心、务实平衡。三是输出中国方案。中

国是农业文化遗产大国，在国际上也是

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先行者”和“优等

生”，需要继续扮演“领头羊”角色，持续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尤其是将农业

文化遗产作为绝佳载体，广泛传播“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大食物观”等理念，增强中华

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四是帮助发

展中国家挖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发

展中国家孕育和保有丰富的农业文化

遗产资源，但受自身条件和现实需求的

局限，难以采取适当举措，应积极为其

提供技术等方面援助，促使其遗产保护

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五是加强联合

科研攻关。应客观认识农业文化遗产

活态性、动态性特征，动员相关领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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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管理者和实践者针对遗产价值和

保护途径开展研究，并充分应用现代元

素促进其保护利用，实现遗产的有效传

承和科学发展。

10.哈尼梯田保护的关键是农业

可持续发展

嘉宾：张红榛

红河学院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曾任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世界遗产管理局局长，主要

研究方向为哈尼梯田保护与利用。

主持人：

哈尼梯田不仅是我国唯一的以民

族名字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还是我国

唯一的农业类型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

我国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项荣誉的“双遗

产”。请以哈尼梯田为例分析一下两个

遗产体系之间的区别。结合哈尼梯田

保护工作，您认为存在的困难主要有哪

些？您有什么对策和建议？

嘉宾：

红河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代表

的当地少数民族利用“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的地理条件创造的农业类文

化景观。千余年来，各族人民在这里同

耕共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

谐相处，是悠久灿烂中华文明的精彩篇

章。2010年 6月，红河、元阳、绿春、金

平四县域 10大片区红河哈尼稻作梯田

系统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 6月，以元阳

为核心申报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目前 56 项世界遗

产项目中唯一以民族命名、以农耕文明

为主题的活态遗产。不仅如此，红河哈

尼梯田还先后获批国家湿地公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中国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其境内还

有红河乐作舞、哈尼多声部民歌等 7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

近 10 多年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以及有关县高度重视哈尼梯田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组建了专门机构，颁

布了保护条例，设置了专项资金，开展

了品牌建设，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

济发展均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各

方面条件限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

对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品牌缺乏深入、系

统的价值认知，文化、农业、生态、旅游

等部门多是从各自角度进行解读，没有

形成整体系统的认知。许多干部群众

只知道世界遗产而不知道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更不知道国家湿地公园

等。认知上的肤浅、片面，造成了管理

中的条块分割现象。二是品牌的宣传

和利用不够，遗产保护红利远远没有得

到释放。由于缺乏公众层面的系统宣

传和推广，获得哈尼梯田品牌特许使用

权的机构尚不到 30 家，没有发挥出应

有的品牌效应。三是现有的旅游产品

设计起点不高，与世界级品牌不相适

应。目前的产品更多地流于一般的观

光旅游和乡村旅游形式，多元、高端、深

度的旅游产品开发严重不足，梯田旅游

与遗产保护关联度不大，当地居民参与

度不高。

无论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无论是国家湿地公

园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的基础

在于哈尼梯田农业生产及其背后所展

示的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作为农耕

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

产物，哈尼梯田的保护一方面有赖于农

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还要

依靠当地居民这些哈尼梯田的创造者、

守望者，应千方百计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具体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管理，

形成合力，不断提升遗产保护与利用的

管理水平。各部门管理人员要树立整

体保护、系统保护、就地保护、动态保

护、分类施策的保护理念和原则，对哈

尼梯田遗产的组成元素进行全面梳理，

统一规划、分别实施、动态调整、分类施

策。二是加强合作，深化研究，不断提

升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科技支撑能力。

加强与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合

作，深化对哈尼梯田内涵与价值的科学

解读和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特别注

重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的跨学科

特性，组建包括自然生态、民族文化、

遗产保护、产业发展等领域的跨学科联

合研究中心，以有效支撑哈尼梯田保

护与利用。三是强化品牌意识，加大

品牌特许使用力度。借鉴国内外经验，

深入挖掘世界级、国家级品牌的价值，

支持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国家湿地公园、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品牌标识在农产品、文创产

品、旅游产品开发中的特许使用与监督

管理。四是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实施梯

田旅游，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用《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

等有关文件指导哈尼梯田旅游规划编

制和实施，突破传统观光旅游发展思

路，突出哈尼梯田的民族文化、生态环

境与农业生产特点，立足可参与性与可

持续性，让更多的游客深度认知、体验

和分享生物多样、文化多元、和谐共生

的哈尼梯田人文、景观及其背后的秘

密，实现生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转换，

从而拉动当地百姓参与保护与发展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遗产地区乡村全

面振兴。

11.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青田经

验”

嘉宾：吴敏芳

浙江省青田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和稻鱼共生技术推广。

主持人：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中国第一个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认定不仅使我们对稻田养鱼这一

生态农业技术的现实意义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更促使我们从生态环境保

护、农耕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角度进行思考。请介绍一下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对青田、青田农业与

农村发展以及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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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庆文，等：农业文化遗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的变化，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嘉宾：

1 300 多年前，智慧的青田先辈开

荒拓田，以稻养鱼、以鱼肥田，创造了

“稻鱼共生”这一生态农业模式。2005
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认定为首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05年以来，青田坚持“在发掘中

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理念，探索出一

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

“青田方案”。

一是开启了保护传承之路。在管

理机构上，从建立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到成立青田县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委员会；从依托青田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到组建县稻鱼共

生产业发展中心，再到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青田研究中心、中国

田鱼研究中心。在财政支持上，建立了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每年投入

300万元，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农耕文化

传承、保护区建设以及交流培训、科研

合作及核心保护区生态补偿等。在科

技支撑上，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浙江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

合作，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稻鱼共生系统生态作用机制、青田田鱼

种质资源保护等研究。在人才培养上，

强化了本土人才的培养思路，吸引华侨

回国创业，培养妇女致富带头人，评选

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师。

二是开辟了价值转化通道。利用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金字招

牌”，抓好特色农产品生产。“青田田鱼”

和“青田稻鱼米”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青田田鱼获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青田稻鱼米连续获“浙江好稻米”和

“黑龙江国际稻米节”金奖，带动了全县

稻鱼共生种养面积恢复性增长。在重

视稻鱼共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发展再生稻、水旱轮作、稻药轮作

等多种种养模式，实现“一亩田万元

钱”的收入目标。青田县稻鱼共生模式

获全国绿色发展突出贡献奖、全国稻

渔综合种养创新模式特等奖。充分挖

掘生态与文化潜在价值，不断拓展农业

功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青田“稻鱼

之恋”文化节被列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全

国 100个乡村文化活动之一，龙现村成

功入选“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

村”和“全国 100个特色村庄”，并被列

为浙江省“110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

三是开创了共享共富新篇章。以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代表的稻田综合

种养模式，已经推广到贵州、广西、宁

夏、四川等 20多个省份，成为东西部帮

扶、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产

业。“青田县传承发展稻鱼文化赋能乡

村振兴”项目成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十佳

创新实践案例。2021年由青田发起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保护与

发展联盟成立，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发展、交流、互助提供了新的平台。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一

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接

力，今后的工作宜在“活起来”“火起来”

“用起来”上下功夫。一是应对农业从

业人员减少、老龄化严重等挑战，加强

系统管理人才和传承人的培育，开展稻

鱼共生系统保护与发展传承师评定工

作，让农业文化遗产“活起来”。二是积

极利用传统和新型媒体，加大传播力度

和广度，让稻鱼共生系统深入青田人民

的心底，提高干部群众文化自信和自主

保护意识，更好地让青田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让农业文化遗产“火起来”。三

是坚持农民是稻鱼共生系统保护的主

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的理念，下大力

气促进更多的农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

参与，更多地享受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和

发展的红利，真正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让

农业文化遗产“用起来”。

结 语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遗产类

型，更是为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经过20年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

意义已经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以系统性、活态性和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

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其发掘与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

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作为该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成功实践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主要贡献者，形成

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建立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动态保护原则，探索了不同的保护

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2年7月

18—19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省青田县召开，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信中深刻阐释

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为进一步推进保护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

产类型，需要探索新的研究与保护范式。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价值，

其价值的挖掘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农业文化遗产涉及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文化旅游、自然资源等领域，

其保护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助

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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