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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为 模 糊 的 未 来 担 忧 ，只 为 清 楚 的 现 在 努 力 。【一周微言】

今年是联合国粮
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

议20周年，也是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启动
10周年。自2012年起，中国农
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截至目
前，江苏的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
系统、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
泰兴银杏栽培系统、兴化垛田传
统农业系统、无锡阳山水蜜桃栽
培系统、宿豫丁嘴金针菜生产系
统、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吴
江蚕桑文化系统共8项入选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8项
璀璨的农耕文明有什么样的共
同特点？又各有什么特色？如
何更好地发挥它们的当代价
值？记者采访了各方专家，听他
们畅谈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
保护、利用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茶农正在展示刚刚采摘的碧螺春茶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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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积淀，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农业文化遗产为什么重要？农业农村部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
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金善
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卢勇表示：“农
业文化遗产不仅承载了农业发展的历史，而且
启示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农
业大国，传统农业技术中凝聚着无数前人的智
慧，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和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

“这8项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最晚到
清朝末年，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使它们拥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先贤的智慧在这方水土上
生根发芽。”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研
究馆员、农业农村部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徐旺生对记者说。

吴王僚八年（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就
发生过因为边境女子争桑引起一场战争的故
事。两边的采桑女因争夺桑叶发生纠纷，引发起
边民冲突。楚平王闻讯大怒，即派兵攻伐。吴国
当然也不甘示弱，派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
伐楚。一场蚕桑大战，结果吴国获胜，占领了楚
国的钟离和居巢。

“这说明春秋时期，栽桑养蚕已成为长江中
下游的吴、楚、越等国比较重要的经济产业。吴
江处在当时吴越交界的地带，蚕织已有初步发
展，可见吴江蚕桑文化系统已有2500多年的历
史。”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贾浩说。

隋炀帝时，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南北经济文
化更加得到交流。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南移，江淮
地区得到迅速发展。有4处遗产最早的记载就
是产生于这个时期。

据贾浩介绍，吴中洞庭山自古地形以低山丘
陵为主，是茶果生产的理想之地，唐代茶圣陆羽
曾多次在洞庭山考察茶事，并在《茶经》中对洞庭
茶有过明确的描述。在《新唐书·地理志》上也有
洞庭山进贡橘子的记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苏
州刺史时，每年都亲自挑选洞庭山的“洞庭红”橘
子进贡。由此可推断，洞庭茶果间作系统的形成
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在这个系统中，茶和果共生
共荣，形成了独特的茶果生产体系，产出了一代
名茶——碧螺春。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同样形成于唐朝时
期。”贾浩说。唐朝时，作为高邮地区政治、经济
中心的高邮湖区新开多个堤塘，有“高邮七陂
（塘）”之说。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高邮“有
堤塘，溉田数千顷，元和中，节度使李吉甫筑”。
从“溉田数千顷”可知，七陂（塘）对高邮湖区的农
业有着巨大的保障作用，除渔业、种植业外，当地
农民还积极开展养鸭、养鹅等水禽生产，农牧渔
的农业生产格局基本形成。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可以追溯到中唐，宋
代开始兴盛。唐代宗大历年间，淮南节度判官李
承主持筑建的“常丰堰”完工，自盐城至海陵，由南
至北，长200余里，有力地推动了今兴化一带农耕
经济的飞跃发展，兴化地区的垛田大面积出现。
到了宋代，北宋天圣元年范仲淹任兴化知县，在

“常丰堰”的基础上筑成“范公堤”，进一步推进了
垛田地区经济的发展。此时兴化已出现成千上万
块四周环水的岛屿状田地，用来种植作物。

据考证，泰兴三阳村皂角组的一株银杏树树
龄达1300多年，树高35米，主干需五六个成年
人张开双臂合抱才可抱过来。“这说明，泰兴银杏
栽培历史不会晚于唐朝。”贾浩说。

此外，其他几个入选的传统农业系统同样历
史悠久。在无锡民间，宋代已有房前屋后种植水
蜜桃的传统，无锡市惠山区陆区镇陆墟桥建于南
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桥联“雁齿云排红迷
桃岸，鸭头春涨绿浸柳堤”可证当时桃红柳绿的
场景，这就是今天无锡阳山水蜜桃农业系统的由
来；宿豫丁嘴金针菜，其最早文字记载可考始于
万历《宿迁县志》（1577年）中；启东沙地圩田农
业系统是由晚清爱国实业家张謇从农田水利、种
植布局、农耕习俗到民居格局和民俗文化诸方面
统一规划设计建造的。

江苏地理与气候，
诞生了发达的耕作系统

“长江流域是我国农耕文明起源地和农耕文
化重要传承地，江苏农耕历史源远流长，得益于
跨越南北、滨江临海的地理优势和四季分明的优
越气候，拥有丰沃的水土资源和丰富的物种资
源，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农耕文
明。”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孟
德富说。

在高邮湖湿地，滩涂河沟交错、港汊纵横。
湖荡里，岸芷汀兰鸟莺啭；稻田中，鱼虾穿浮鸭戏
水；苇丛中，白絮飘零野鸭飞；堤坝上，淡淡邗沟
杨柳烟……整片湿地就是人、畜、树、草、兽、鸟和
谐共生的立体画卷。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兴化垛田传统农
业系统、吴江蚕桑文化系统、启东沙地圩田农业
系统这4项遗产共同特点是‘复合农作’，是对水
陆环境的合理利用，使农作物、鱼虾、鸡鸭等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都能增产增收。”卢勇说。

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
院研究员陈加晋介绍，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
核心技术是鱼鸭蟹稻结合的立体式农作。鸭子
在水稻田里觅食和嬉戏，大闸蟹和各种鱼虾也在
蓬勃生长，它们以水草及鸭粪分解出的微生物为
食，排泄物又成了水稻的天然肥料。鱼、鸭、蟹的
频繁活动还能帮助稻田土壤保持松软，有利于水
稻根系的生长，为水稻的丰产丰收提供保障。在
湖区陆地和水陆交错空间内实行稻鸭共作，在水
体空间中实行鸭、鱼、蟹混养，这样形成一个从水
上到水面再到水下的完整生态循环。

2009年，在一次地方考察中，卢勇偶然发现
了兴化垛田的“万岛耸立、千河纵横”这一独特的

土地利用方式与神奇景观，当时兴化垛田还鲜为
人知。为此，卢勇经过深入研究与长期宣传，引
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兴化垛田是一个农业、林业、渔业复合的农
业系统。这些垛田或方或圆或宽或窄或高或低
或长或短，形态各异且大小不等，大的两三亩，小
的只几分、几厘田；四面环水，垛与垛之间各不相
连，形同湖中小岛。”卢勇说，“传统的罱泥、扒苲、
搅水草等技艺培育了肥沃的垛田，垛上尤其适合
种植蔬菜，与传统的粮食作物相比，种植蔬菜经
济效益更高；河沟内则通过放养鱼虾蟹苗，充分
利用水资源，发展渔业。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得到
充分的利用，在保证长期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获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据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
究院研究员伽红凯介绍，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
统，主要由稻作、蚕桑和渔业三部分构成，系统内
稻田、蔬菜、鱼蟹、桑地，种养结合，环环相扣，相
互依存，形成水下和陆地互为循环的人工生态系
统。该系统以源远流长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蚕桑
种养技术、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巧夺天工的丝
织技艺为特征，积淀了厚重的蚕桑丝绸文化底
蕴，铸就了独特的地域名片。

“启东是典型的沙地圩田农业体系，沙地农
业的（种植）特点就是多元多熟，间套夹种。它的
模式很多，一般是蚕豆中间套种玉米，玉米棵间
种植赤豆，各种植物之间高矮搭配，生育期长短
搭配。提高了它的复种指数，我们的复种指数达
到了3，也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较普通模式高了两倍。”启东市沙地圩
田农业系统研究专家项觉生说。

洞庭山茶果间作系统有类似的特点——茶
和果共生共荣。“茶园里茶树、果树枝丫相连，根
脉相通。”苏州市吴中区洞庭山碧螺春茶业协会
秘书长叶国平说，“果树花粉、花瓣、果子、落叶等
落入土壤，茶树可以从土壤养分中吸收果香、花
味，这种特殊的生长环境造就了洞庭山碧螺春茶
独特花果香的优良品质。”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
来生产、生活的实践积累，蕴藏着传统的生态农
业知识与技术精髓，至今仍闪烁着智慧之光。

宿豫丁嘴金针菜之所以优质，适时采收是保
证金针菜优质的必要条件，过早则弱，过晚则过，
只有经验丰富的菜农才能准确掌握金针菜采摘的
最佳时机。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六里村大乌嘴金

针菜蒸馏加工厂指导技师马凤英说：“每天早上五
点半准时到地里去摘菜，到八点半左右，我们就有
人专门运输，送过来在这边蒸。金针菜是土灶蒸
的，水温控制在100摄氏度到80摄氏度，再慢慢
烧麦秸秆，焖15分钟，由青变到黄就可以晾晒
了。送到晾晒场，放在帘子上晒，保质又能保色，
保持口感，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做法。”这种加工
方式，环保又便捷，隐藏了古人的大智慧。

泰兴银杏树寿命绵长，10—20年才能开花
结果，公孙树由此而得名，意思是“公植树而孙得
实”。泰兴的银杏树造型奇特，分枝呈倒伞形蓬
勃向上，这是因为当地农民在200多年前独创了
人工嫁接技术，不仅可以提前结果，而且可以保
持品种的优良特性。“我们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普
遍掌握了特有的嫁接技术以及人工授粉技术，所
以说我们白果品质非常优良。”宣家堡古银杏森
林风景区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戴前进说。

一株合格的水蜜桃树三年结果，五年后才是
盛果期，阳山水蜜桃必须精耕细作长达五年才能
结出优质味美的果实。这是一场时间与耐心的
考验。

“我们的阳山水蜜桃从建园开始就特别讲
究。首先，品种必须要符合阳山水蜜桃的特点，皮
薄、肉细、柔软、多汁、香甜、可口，我们才会选用。”
赵逸人是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秘书长、高级农艺
师，从事水蜜桃生产研究40年，致力于水蜜桃栽
培技术的研究推广。她说：“在施肥的时候，优质
有机肥包括腐熟的农家肥、菜饼、豆饼、黄豆粉，加
生物有机肥和中微量元素，黄豆粉用得很普遍，每
株6—10斤，保证它的根系能够吃得饱饱的。”

长久以来，丰富的水资源、优良的土壤条件、
世代相传的栽培方式，精湛高超的加工技艺，孕
育了多样而优质的农产品。

碧螺春具有“条索纤细，卷曲成螺，茸毛遍
体，银绿隐翠”之外形及“汤色碧绿、清香高雅、入
口爽甜、回味无穷”之内质，被誉为“茶中仙子”和

“天下第一茶”；高邮湖的“双黄鸭蛋”蛋白如璧
玉、蛋黄似玛瑙，珠联璧合，堪称一绝。“高邮湖大
闸蟹”的腿长肚亮、黄多脂厚，双双被评为“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

启东沙地圩田诞生了青皮长茄、洋扁豆、绿
皮蚕豆、沙地山药、芦稷等地理标志农产品；泰兴
银杏营养丰富，药食俱佳。果大壳薄，果仁饱满、
浆水足、糯性强、贮藏期久，各项数据和品质都为
全国之冠；兴化垛田是久负盛名的蔬菜之乡，并

培育出了兴化香葱、兴化油菜、兴化龙香芋“三
大”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兴化荷藕、兴化大闸
蟹、兴化大青虾、兴化小龙虾等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无锡阳山水蜜桃，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果形大、色泽美，皮
韧易剥、香气浓郁，汁多味甜、入口即化，有“水做
的骨肉”美誉，《华尔街日报》称赞为“世界上最美
味的桃子”；宿豫丁嘴金针菜在东南亚各国尤负
盛名，被誉为黄花菜中的珍品。

苏州市吴江区是我国丝绸文化发源地之一，
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丝绸
纺织产业链，千亿级市场、千亿级产业、千亿级企
业齐头并进，正朝着打造世界级丝绸纺织产业创
新集群目标阔步前行。

在利用中传承，
续写美丽乡村故事

多样化的农业文化和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
承载着历史文化和记忆的“细胞”。坚持在发掘
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我省农业文化遗产“金名
片”越擦越亮，不断续写美丽乡村的故事。

“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能提高农业整体行
业竞争力，开拓农产品新市场，为农业的发展提
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的进程。”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处副处长马天抒介绍。

在对银杏的开发利用中，泰兴当地还发展出
独特的银杏加工产业。银杏木质结构匀称，不翘
不裂，富有韧性和特有的抗菌功能，素有“银香
木”之称。作为当地的“名人”，成进华的银杏砧
板加工远近闻名。2014年，成进华开始做银杏
砧板加工，第一年就赚了60多万元。目前，每个
月大约3000单的销售量，每年的销售额可以达
到600万元，同时带动周边乡亲共同致富。

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因独特的岛状耕地、充足
的养分，再加上垛田农民丰富的种植经验，使得
当地盛产的龙香芋、香葱、生姜等蔬菜种类多、品
质好、产量高，也促使了蔬菜加工业迅速发展起
来。据兴化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蔬菜园艺
科科长陈春生介绍，目前，兴化已成为全国重要
的蔬菜脱水加工基地，现有果蔬脱水加工企业
61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
6家，泰州市龙头企业16家。其中80%的脱水
蔬菜加工企业位于垛田街道、兴东镇。

宿豫区大兴镇金针菜产业初步形成了以丁嘴
金菜产业园为龙头的一二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
宿豫区大兴镇二级主任科员倪陆军告诉记者：“全
镇年产鲜菜600余万斤，可加工干菜100万斤，带
动2000余人就业，人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

入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地区，在加大保护
的同时，政府还通过农旅结合实现产业化梯度发
展，彰显出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坚持把生态和旅游结合起来，把资源和产
品对接起来，把保护和发展统一起来，将生态环
境优势转化为旅游发展优势，着力打造成苏中地
区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旅游胜地、休闲养生福
地’。”据宣堡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周鑑介绍，宣堡
镇作为江苏泰兴银杏种植系统的核心区，江苏古
银杏群落森林公园落户在此，面积达400公顷，
进一步擦亮“中国银杏第一镇”生态名片。

兴化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旅游规划发展科
负责人李斌表示，围绕千垛景区，将持续扩大千
垛菜花旅游节、品蟹赏菊旅游季等节庆活动品牌
影响力。制定发布兴化乡村旅游主题游线路，配
套奖补政策，目前日均组团游客逾500人，高峰
期达1300人，有力拉动了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苏州市吴江区启动的一大波文旅项目，勾勒
出“千年古镇 田园乡村 丝绸生活”美丽新图
景。“震泽镇举办的旅游文化节，包括‘蚕花节’

‘长漾之约’等活动，蚕桑文化研学等旅游产品，
内容丰富多彩。盛泽镇举办的蚕桑文化旅游节，
让古老丝绸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提供了
一场精彩的文旅盛宴，带动了当地物流、生产、就
业、旅游等多领域的快速增长。”吴江区农业农村
局马斌斌副局长说。

自2002年以来，苏州市吴中区以洞庭山碧
螺春品牌串联乡村旅游节庆活动。苏州市吴中
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杨青说：“我们先后举办了
炒茶能手擂台赛、‘碧螺姑娘’评选、洞庭山碧螺
春茶拍卖会和‘苏州洞庭山碧螺春茶文化旅游
节’等活动，推动茶经济与旅游产业联动发展。”

据高邮市农业农村局凌高玉局长介绍，在全
域旅游品牌打造上，高邮市以具有地标意义的高
邮双黄蛋为由，抓住中国人“成双”喜好，借用高
邮名人秦少游“两情久长”的愿景，植入“既文化
又文明，必好事成双”的理念，提炼出“好事成双
在高邮”旅游IP，打造“好事成双，邮（You）你更
好”的旅游品牌。

“我们将逐步还原100年前启东农村的环境
风貌，展现启东成陆以来先民的生活场景，让不
谙稼穑的后辈们在体验沙地圩田农业系统的文
化中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知晓我们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启东农业农村局局长陆健对记者说。

“勤劳智慧的江苏先民因地制宜创造的稻作、
圩田、桑基鱼塘、茶果间作等耕作系统，对河姆渡文
化、良渚文化、两汉文化、吴越文化的兴盛产生深刻
影响，在我国的农耕文化发展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国兵说，“这8项遗产蕴含
着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活化
石’，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独特魅力。”

朱国兵表示，要从江苏实际出发，深入挖掘
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注重科学利用和价值提升，让“活化石”在
新时代释放新的活力。

江苏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现在进行时”——

让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活起来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垛田美丽风光。 张颖峰 摄

▲采摘金针菜。倪陆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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