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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
会”上，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倡议”，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这一
倡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
有关的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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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农业可持续管理的基础。
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6个国家选择
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
保护试点。截至2023年3月，联合国粮农
组织已认定 74 个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分布在全球五大区域24个国家。

“获得‘GIAHS’认定的系统属于不
断发展变化的系统，反映了人与环境错综
复杂的关系。该独特计划选取珍贵系统及
其相关景观、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系统
和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提高生计韧性，并
实施动态保护策略。” 在介绍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
展的成功案例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干事屈冬玉这样强调。

长期实践证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在全球各地受到欢迎并已经发挥了重要
作用。2022年7月，在中国浙江省青田县
召开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中方
在大会上表示，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推进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深入
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功能价值，促进不同文
明、不同形态农业文化遗产交流互鉴，携
手构建世界农耕文明保护传承的美好未
来。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官方网站
上，推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成功案
例，反映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
突出成果。

吸引社会更广泛参与，以更高效利用
自然资源，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重
要努力方向。

面对耕地少，地形陡，气象灾害多的
农业背景，在日本德岛县西阿波地区，居
民成立了伊亚山谷生产合作社，垦殖废弃
农田并开始发展小规模商业化黍类生产，
这吸引了各个领域人士前来参与。在秘鲁
库斯科-普诺走廊，安第斯高原的农户沿
用传统的轮作种植方法，避免土壤耗竭和
资源过度开发，选择播种时间以减少气候
风险。作为农业遗产项目，当地利用“库
斯科-普诺走廊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加
强传统知识的代际传承，调动农户中的祖
父母、父母和子女积极参与；当地还成立
多个女性活动团体以促进女性在农业遗产
中的作用。库斯科地区农民代表塔帕拉这
样介绍。

在欧洲，以农业遗产提升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受到人们关注。西班牙的“巴伦
西亚奥尔塔历史灌溉系统”延续了当地水
法庭、位于康普顿大街的农产品市场等历
史遗产，再配合当地农业遗产地管理机构
和巴伦西亚市食品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
行业间的合作，促进自身发展及社会服
务。“由于靠近城市、价值链较短且消费
本地农产品，奥尔塔地区保障了数百万人
的粮食安全。”农户马尔万也是当地的巴
伦西亚农贸市场的一名商贩。他说：“事
实证明，这项农业系统在应对危机时具有
较强的适应能力。近年来遇到各种灾害
时，我们这里的农村地区就几乎没有受到
影响。”

在阿尔及利亚的瓦德绿洲，农户在北
非的沙漠中种植枣椰树进行防风并由此形
成绿洲。现在，当地的农民继承了这些传
统，利用“瓦德绿洲农业系统”保护农产
品安全和生物多样。日本西阿波地区的各
种小众作物农产品已获得品牌认证。这些
农业遗产地的美食，成为农民适应环境和
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支柱。德岛县剑町农
民矶谷滨子说：“人们说，日本的农户能

制作‘百种产品’，所以我们几乎什么都
去做。这里生产的所有东西，包括卷心菜
和胡萝卜，都很美味！”2011 年，坦桑尼
亚的“欣布韦朱基哈姆巴农林遗产地”成
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欣布韦朱的农户种
植咖啡。通过培训，学习作物改良以及综
合治理有害生物，当地开展有机咖啡种
植，使得遗产地的咖啡获得了有机认证，
进入有机咖啡市场。“我们一度使用强力
农药，但项目开始后改变了这一做法。整
个村子无人使用化学农药，大家都使用天
然农药，这也是我们从项目中得到的收
获。” 咖啡种植者、当地乡村议事会成员
及妇女组织主席坎蒂塔说。

20年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通过
品牌赋能、增加保护措施等发展途径，使
得世界各地的农业遗产地变得“山美，水
美，人更美”。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名
气越来越大。这一延续千年的生态农业模
式，带动了许多在外“打拼”的人回乡传
承创业。当地的农户伍丽贞开办了全县第
一家“渔家乐”，实现年收入超过 50万元
人民币。与此同时，当地乡村基础设施不
断修建，建立了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公园。从厄瓜多尔归国的华侨杨小爱在
青田县方山乡邵山村开办了农遗主题酒店
和“方山谷国际农遗研学营地”。

在坦桑尼亚欣布韦朱基哈姆巴农林遗
产地，当地人利用农业景观吸引了游客，
开设咖啡销售点，促进了旅游收入。阿尔
及利亚瓦德农民出色地进行了绿洲防风管
理，创建了更多的“人造绿洲”，成为沙
漠中珍贵的“风水宝地”。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的品牌也成功吸引了消费者关
注，目前绿洲椰枣的售价是普通农作系统
椰枣的 3 倍；绿洲成为当地开发的旅游线
路和重要景点，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GIAHS’是知识和实践的宝库，能够
为当今诸多全球问题和挑战提供解决方
案，同时推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目标。”联合国粮农组织这样介绍。

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国家之一，成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成功实践者
和主要贡献者。迄今，中国共有 19 项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 2012 年开始，
中国率先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
保护工作，迄今共认定 138 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2015年，中国颁布全球首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旨在加
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促进农业文化
传承、农业生态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2014年，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
开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高级别培
训班。2022年7月，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大会上，中方宣布将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共同启动总额为 300万美元的第二期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 1000 名管
理人员提供培训，推动在华设立能力建设
参考示范中心。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经验和实
践，已为国际社会学习和借鉴。通过“南
南合作”中国稻田养鱼技术介绍到尼日利
亚。在中国专家的协助下，当地稻米和罗
非鱼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提升了食品供
给，改善了当地人生活。这一成功经验随
后又推广至塞拉利昂、马里等非洲国家以
及东南亚、南亚、欧洲、美洲地区。2014
年，中国“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和
法国勃艮第葡萄园“联姻”进行“GI-
AHS”机制性合作。墨西哥的传统架田农
作系统与江苏兴化的垛田系统有很大相似
性。2016年，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又与中国
江苏省兴化市签订《农业文化遗产合作交
流备忘录》，学习中国的相关经验。一年
之后，“墨西哥城奇南帕人工浮岛农业系
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在介绍上述成功案例时，屈冬玉还呼
吁继续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加强对农业文
化遗产系统重要性的认可，确保农业文化
遗产得到有效保护；通过提升国家、地方
机构和基层农民的能力，提升对“GI-
AHS”的管理水平，以可持续方式创造经
济价值。

屈冬玉还强调，将继续推动对“GI-
AHS”的整体系统保护，营造有利的政策
环境。他表示，联合国粮农组织坚信，推
广和增强可持续农作方式，并结合传统知
识与创新，将发挥关键作用。这将有助于
维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在全球范围
内帮助25亿农业人口提高韧性。

农业文化遗产源自于农民，其保护与
发展也要靠农民。中国的文化遗产领域专
家提出，依靠农民把农耕文化、生态文化
和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动乡村
振兴，这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其
他文化遗产类型间的融通合作，也是社会
关注的方向。“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
的鱼灯舞，于 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安溪铁观音茶
文化系统”涉及的制作技艺，也于 2022 年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GIAHS”本身具有系统
性和活态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其
重要构成内容。“非遗”保护提倡“见人、见
物、见生活”理念，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与现
代日常生活的融合。“非遗”领域的研究人
员认为，这些活态、活跃的阐释和保护形
态，都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供了可
以互鉴的融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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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国家文物局通报2022年度文物行政
执法和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文
物行政部门和综合执法机构联合开展文物执法巡查，
依法查处各类文物违法案件346起。

2022 年度，国家文物局严肃查处文物法人违法案
件，协同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完成文物火灾
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文物安
全防范和应急能力，文物安全形势整体趋稳。

值得关注的是，各地不断强化文物安全责任落
实，31 个省份将文物安全纳入省级政府考核评价体
系，30万余处文物博物馆单位竖立文物安全直接责任
人公告公示牌。完成全国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
力提升三年行动 （2020—2022年）。此外，国家文物局
还会同多部门部署开展新一轮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
专项行动。 （文 晓）

4 月 18 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
立的“国际古迹遗址日”。如果我们将今
年的主题“变革中的文化遗产”与 2021
年“复杂的过去，多彩的未来”、2022年

“遗产与气候”等古迹遗址日主题结合起
来，可以看出其与全球纪念“世界遗产
公约”诞生50周年活动，与2021年的福
州世界遗产大会和昆明生物多样性大
会、2022 年武汉湿地大会和在埃及沙姆
沙伊赫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目标一致并
相互衔接。

从“国际古迹遗址日”开始，文化
遗产领域的大型主题日纷至沓来。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从 1977 年至
今，这个主题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社会
公众深入了解和参与博物馆事业。2023
年的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位于福建省福
州市，将以海上丝绸之路、德化白瓷以
及中外交流为重点，推出一系列活动。
进入 6 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将迎来主
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
的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古迹遗址日、博物馆日、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共同营造出了世界遗产一年
中最为重要、热烈的社会氛围。随着文
化遗产、自然遗产不断强化自身在可持
续发展中的功能，人们关注的视野日益
开阔、多元，越来越多的主题日也“扩
容”加入到这一氛围中。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随后，联合国
大会于2002年12月通过决议，将每年的
5 月 21 日设立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
对话和发展日”，以此强调“加强文化作
为实现繁荣、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和平共
处的一种手段的潜力”。今年的5月22日
还将逢第 23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作为“COP15”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席
国，中国将积极推动落实《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也是2022
年在武汉举办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东道国与主席国。今年2月2
日的第 27个“世界湿地日”格外受到社
会关注。随后，3月3日的“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3月22日的“世界水日”直到
6月8日的“世界海洋日”……一系列日
益活跃的文化、自然领域主题日，传播
效果相互衔接。这其中，4 月 22 日的

“世界地球日”最为引人瞩目。伴随着碳
中和、能源革命、绿色转型、交流与合
作、共享与共生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目标和行动方式，在“十四五”期间，
每年中国“世界地球日”宣传周的主题
都被确定为“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这样，围绕着文化遗产、自然遗
产，展现文化多样，生物和生态多样以
及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愿景，逐步形成
了连续的主题日构成的“节日季”。

节日，是生活中值得纪念的重要日
子。世界遗产“节日季”，多个主题日前
后衔接，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影响
超越了行业和专业范畴，成为人们生
产、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节日
季”期间，还有“五四”青年节、“六
一”儿童节和各种我们熟悉的民俗节
庆。作为有效的传播平台，世界遗产的

“节日季”，正在以公共文化带动公众认
知，真正成为全社会参与、共享的欢乐
时光。

保护和推广农业遗产
在哪些方面获得成功？

李海文

2002年迄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 已逾20年。近日，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总结介绍了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在动态保护、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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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系统与景观不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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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接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
进入“节日季”

齐 欣

2022年度
全国文物安全形势

整体趋稳

本文照片
均来自世界粮农组织网站

更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融合更多类型的文化遗产

产品更多样 品质更生态

受到全球关注

在坦桑尼亚“欣布韦朱基哈姆巴农林遗产地”中，最上层的植被结
构由茂密的树木组成，提供树荫、药物、饲料、水果、薪柴和木材；林
下种植多种香蕉，香蕉树下种植咖啡灌木，咖啡树下则种着多种蔬菜。
图为当地部落的农民在采摘蔬菜。

图为意大利农民在索阿韦的葡萄园中采收。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索阿韦传统葡萄园”中，葡萄种植者必须人工采摘葡萄。除棚架
外，农民还在斜坡上垒石筑埂来标记道路、建造梯田。

图为秘鲁妇女在出售生产的藜麦。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秘鲁“库
斯科-普诺走廊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增加了作物的多样性，也提高了
妇女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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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乡村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