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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深入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是落实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挖掘、继承创新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
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生态复合农业为世界各地增益

2005年5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首批5
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有
着 1200 多年历史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列入其中。“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特别
之处是同时在水田里种稻和养鱼。鱼为水稻
除草、除虫、翻松田泥，鱼粪还田成为肥
料；水稻则为鱼提供食物来源和庇护场所，
形成两相优益的生态复合系统。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首先入选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推动了我国对于新
兴的“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项目申报前
后，在中国工程院李文华院士和中科院地理
资源所闵庆文研究员的倡导和带领下，我国
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
系统研究和宣传介绍，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
发表研究报告10多篇，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证
实了农业文化遗产对当代农业所具有的发掘
保护推广利用价值。联合国粮农组织还将

“稻田养鱼”的技术推广到了非洲和东南亚许
多国家，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性生态复合养殖
的农业系统。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研发抗病水稻品种的种质基因

哈尼梯田种植元阳红米已经有数百年历
史。“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同时列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
遗产”。遗产地种植的哈尼族传统品种“元
阳红米”，历来很少发生水稻病害。这个现
象引起了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朱有勇的关注。他说：“我研究入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元阳红米已经好多
年了。元阳红米看起来很普通，进行阐述却
很复杂，这是一件具有很大科学意义的
事。”为了揭示元阳红米抗稻瘟病的生命秘

密，朱有勇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始深入探索，
终于发现元阳红米含有的独特稻瘟病抗性基
因。在这组基因作用下，元阳红米才能抵抗
住稻瘟菌的侵袭而不发病或很少发病。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戈壁红驼牧养系统：

拯救大漠深处的珍稀家畜品种

我国不仅有大量的农作物类遗产，而且
有大量的畜禽养殖类遗产。“内蒙古乌拉特后
旗戈壁红驼牧养系统”中的“戈壁红驼”即
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家畜品种之一。2018 年，
内蒙古巴彥淖尔市农牧局邀请农业遗产专家
曹幸穗教授前往考察一处近代垦区水利工程
遗产。到达现场后，曹幸穗发现：就全国农
业遗产分布看，水利灌溉项目并非巴彥淖尔
的优势与特色，这里最好是发掘草原畜牧类
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草原牧民称牛、马、山羊、绵羊和骆驼
为“五畜”。当地立即列举出一长串草原“五
畜”特产。听了介绍，曹教授提出希望到实
地去考察“戈壁红驼”。“戈壁红驼”饲养于
边远的乌拉特后旗；即便到达旗府，还要再
驱车 100 多公里的无道路荒漠草原才能见到
冬营地的红驼群。当时正是寒风凛冽的隆
冬，白天阳光下的草原温度也低于零下20摄
氏度。对于一位年近70岁的老专家，来说这
样的行程非常辛苦。曹幸穗表示：“比起草原
上的老一代牧民，我们今天的条件已经非常
优越了，有越野车、手机导航、头驼耳背内
置的定位芯片，我们很容易找到驼群野外觅
食的地点，路途和寒风都不是问题。”于是，
农业遗产调研项目被现场临时改为“考察戈

壁红驼”。正是由于这次深入实地调研，使世
代繁衍在荒漠草原深处的珍稀骆驼品种“戈壁
红驼”展示在世人面前，成功入选了第五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安徽铜陵白姜生产系统：

以传统技艺促进生态改善

我国有一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所有遗产地
共存共享的类型。这就是世代传承的病虫防
治和土壤改良的传统技艺。发掘利用经过历
史考验的传统技术遗产，有助于克服现代农
业由于过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
素而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食物品质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铜陵白姜是我国特有的食用姜传统品
种，早在春秋时就已种植，2017年入选第四
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近年由于大
面积种植，姜瘟病有蔓延发生趋势。遗产地
避免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积极研发我国传统
白姜瘟病防治技术。安徽省铜陵市科协的植
保专家崔应国及其研发团队，采用传统技术
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方法，研制成功了“土壤
调理剂+土壤抗菌剂+发酵饼肥”的白姜瘟病
防治组合配方。经生产试验检验，传统的防
治姜瘟配方，具有降解根系自毒物质、减少
土传病害、促进根系发育的作用；传统的发
酵饼肥，可抑制病害、活化土壤，促使白姜
植株健壮生长。

在广州市从化区，从事中药治虫古方研
发的技术专家诸卫平博士根据古农书记载的
中草药治虫配方，发明了“药肥兼施”的混
合植物提取液，用于果树、蔬菜的防虫治虫
和叶面施肥，取得良好效果。他还发明了一
种由植物萃取液制成的“气味驱虫剂”，只需
将装有这种药液的敞口瓶子间隔挂在果树周
边，就能起到驱虫防病的效果。这些发明都
获得了实用新型国家专利技术授权认证。

中国传统的植物病虫防治技术，
有利于提高食品品质，有利于环境保
护。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传统农药
的研制和施用效率，加大生物农药开
发，也将促进世界农药技术的创新发
展，从而在新型现代农业发展平台
上，建设高水平的绿色农业、有机农
业、自然农业，这成为具有中国农耕
文化元素的农业发展新模式。

我国是世界上畜禽种类最多、
品系最丰富的国家。根据品种资源
调查，我国各地饲养的传统畜禽品
种有：马匹 62种、黄牛 51种、水牛
29种、牦牛 12种、绵羊 44种、山羊
53 种、骆驼 5 种、家猪 98 种、鸡 89
种、鸭 28 种。将“戈壁红驼”列入
遗产名录，不仅保护了世界上仅有
的红驼品种，促进了当地骆驼产业
的发展，而且对于推动传统畜禽资
源的发掘、保种和饲养，对于丰富
世界农业遗产的活态保护利用，都
有现实意义。

延伸阅读

世界各国的农牧民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实践中，以多样化的物种及
其相互作用为基础，创造了适于当
地条件的独特农业技术体系和管理
经验，形成了特有的农业系统和农
业景观，反映了人类与环境协调发
展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这些农业遗产系统汇聚了人类
的价值追求、实践经验、传统知识
和民俗文化，维持了农业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的调适性和民族文化
的协和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田园
美学景观体系、传统知识体系和文
化习俗价值体系，为人类生存繁衍
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2005 年 ， 由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 主导，中国政府和尼日利亚
联邦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稻田养
鱼列为中尼南南合作“粮食安全特
别计划”的实施项目。2015 年，联
合国粮农组织 GIAHS 秘书处在浙江
青田举办“GIAHS 高级别培训班”，
重点推广稻田养鱼技术。培训班结
束后，乌干达、肯尼亚、马达加斯
加以及西非各国，先后推广了稻田
养鱼技术，该技术成为这些国家消
除贫困、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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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截至2020年底，联合国粮
农组织公布了62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国占
15 项，位居世界首位。2012
年，我国设立“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目前已经审
批了5批共118项国家级农业遗
产项目。

中国是最早响应农业遗产保
护倡议的国家之一。

以保护利用的核心价值区
分，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可分为生
态复合、作物资源、畜禽资源和
传统技术等4大类型。中国农业
文化遗产的生态类型最全、动植
物资源最多、传统知识体系最丰
富、农业遗产的历史最悠久。

积极进行活态保护与活态利用

农业文化遗产
故事性十足

朱冠楠

在“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的引领示范下，我国许多类似的生
态复合种植或养殖模式成为农业文
化遗产项目申报的热点。一批具有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特色的“桑基鱼
塘”“果基鱼塘”“茶果复合”“林
菇复合”“农牧复合”“水旱轮作”
等生态复合农业系统都先后进入到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成为世
界农业遗产中最符合人类可持续发
展理念和最具有传承利用价值的农
业遗产类型。

作者为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
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农
业文化遗产分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农
业文化遗产及农业史研究。

由哈尼梯田种植衍生出的科学
成果有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从中受
益。利用水稻自身的抗病基因来培
育新品种，水稻就不必施用农药，
减少发生农药残留、环境污染的问
题。此外，对元阳红米品种内生性
抗病基因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
索作物的抗虫基因、抗寒基因、香
味基因、高蛋白基因等。

我国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
遗产，资源遍及神州大地。

从空中俯瞰新疆吐鲁番地
区，可清晰辨识出巨型的沙漠
绿洲。这是坎儿井暗渠灌溉而
成的美丽景象。

坎儿井通过地下水渠将远
处雪山消融的雪水引到下游的
绿洲腹地，沿途避免了极度干
旱地区的地面蒸发，使有限的
雪水成为人畜饮用和农田灌溉
的不竭源泉，滋养了沿途各族
人民。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
系统”于2013年被农业部列为
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夏 铨摄

浙江庆元林-菇
共育系统被称作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农业生产系统。千
百年来，菇民合理
利用森林资源，使
得森林资源保育与
食用菌产业栽培协
同发展。

姚家飞摄

云南红河哈
尼稻作梯田系统
分布在云南省红
河州的元阳、红
河、绿春、金平
境内，总面积 82
万亩。其中，延
绵哀牢山脉的 20
多万亩梯田已有
1300 多年的耕种
历史。

黄兴能摄

戈壁红驼属于
世界珍贵畜种，是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畜
种，素有“草原珍
珠”美称。

图为农业遗产
专家曹幸穗教授深
入荒漠考察戈壁红
驼状况。

植 保 专 家 、
高级农艺师崔应
国 （左二） 和防
治白姜瘟病的研
发团队正在安徽
铜陵姜田观察防
治效果。

梅建广摄（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本报电 巴西国家博物馆4 月 6 日发布《拯救文物
500 天：记忆 勇气 影像》 一书，以纪念国家博物馆
失火500天。同时，博物馆向外界展示了一批新近从
国家博物馆火灾废墟中恢复的珍贵文物。

2018 年 9月 2日，由于展馆空调年久失修，短路
漏电引起大火，曾拥有超过2000万件藏品的巴西国家
博物馆付之一炬。在多方资助下，巴西考古学家开始
了从火灾废墟中挽救珍贵文物和重建博物馆的工作。

图书记录了76名考古学家在火灾发生后一年多的
时间里，寻找和复原文物的过程，并向外界呈现了已
经复原的5000件文物。这些文物在火灾前属于博物馆
25个展馆中的14个展馆。

本报电（记者曲哲涵、王珏） 日前，财政部、国家文
物局制定印发 《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简称

《办法》），对文物资源资产的登录清查、保护利用、资产
报告、监督检查等工作作出规范。

强化文物资源资产登记，可以防止文物因“家底”不
明而流失遗失或遭监守自盗。根据《办法》，文物管理收藏
单位应当将全部文物资源资产及时、准确登记录入文物总
登记账，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管理收藏单位禁止利用文物资源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和
担保，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禁止将馆藏文物赠予、出租或者
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

本报电 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否决了在长城保护范
围内新建沉浸式实景遗产游览体验项目。

据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信息：鉴
于所报项目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
八达岭长城整体景观风貌存在一定负面影响，故不同
意在八达岭长城保护区划内实施沉浸式实景遗产游览
体验项目。

1987年，长城成为中国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的遗产地。2006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这
是中国第一部为单项文化遗产保护制定的行政法规。

巴西国家博物馆展示从废墟中抢救出的文物。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国有文物资源资产国有文物资源资产
禁止赠予禁止赠予、、出租或出售出租或出售

巴西国家博物馆
展示火灾中抢救出的文物

避免对长城景观产生负面影响

文物部门否决

沉浸式实景体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