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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农遗故事

■ 8月27日，“北京门头沟京白梨栽培系统保护发展与
农遗产品展销中心建设座谈会”在门头沟区军庄镇召开。

■ 8月 30日，农业农村部举行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闻发布会，“致敬农耕”板块强调重点推介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以及河南省优秀农耕文化遗产。

■ 8月 30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秘书处召开科学咨询小组线上会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焦雯珺作为新任委员出席。

■ 8月 31日，央视一套《非遗里的中国》湖北篇解读恩
施玉露茶传统制作技艺。

■ 9月1日，“2024年铜陵白姜‘姜王’评比活动”在安徽
省铜陵市举行。

■ 9月 3日，“陕西汉阴凤堰稻作梯田系统”和“新疆吐
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等4个项目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

■ 9月6日，“敖汉小米大会”在北京举行。

■ 9月 6日，“福州茉莉花茶 2024年神州行北京站系列
主题活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

■ 9月 6日，“2024第十三届中国（乐陵）红枣暨健康食
品产业博览会”在山东省乐陵市召开。

■ 9 月 7 日，《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系列专题片》第六集
“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在欧洲华文电视台播出。

■ 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专家调研
“浙江德清珍珠复合养殖系统”。

□□ 焦雯珺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积极响应全球气候治理
号召。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
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
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

如今，碳达峰、碳中和已被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成为我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双碳”
目标中，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既是重要举措，也是潜力所在。为此，农业
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农业碳减排潜力很大。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环，农业碳
减排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
业，其碳排放量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并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过出台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农业碳减排的政策措施，如推广生态农业、有
机农业、循环农业等低碳农业模式，鼓励农民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以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等，将极大地减少农业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农业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
之一，在增强土壤碳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
建设的整体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发挥农
业生态系统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碳减排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指引。
通过合理的耕作管理和土壤保护措施，如深度松土、秸秆还田、有机肥
施用等，可以显著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从而增强土壤碳汇能力。采
用轮作休耕、间作套种等生态农业模式，则不仅能增加土壤生物多样
性，还有助于土壤碳的稳定储存，形成长期有效的碳汇机制。

农业文化遗产在促进农业碳减排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农业文
化遗产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瑰宝，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悠久的农
耕智慧。其中，利用传统知识和适应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充分利
用生物互惠和资源互补优势以减少化肥农药投入，不仅保障了食物
生产功能，而且在碳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浙江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的研究，我们发现该系统在保持生态平衡、减少化肥农
药使用、提高土壤肥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较于水稻单作系统
大幅度降低了农业生产的碳排放量。通过对广东潮州凤凰单丛茶
文化系统的研究，我们发现采用传统生产管理措施的高山茶园在茶
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远远低于依赖高化学品投入的中低山茶园。

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不仅有农田生态系统，还有
山、水、林、湖、草、沙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在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
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
群、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等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轮作、间作、套种等多样化种植方式以及农林、
农林牧、林农渔等复合种养模式，不仅维持了系统的生态平衡、提高
了系统的生产力，而且增强了系统的碳汇能力、形成了稳定持久的
碳汇机制。

应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纳入“双碳”战略中。尽管农业
文化遗产在农业“双碳”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保护工作仍面临
诸多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气
候变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特殊作用认识不够，农业文
化遗产面临着被遗忘、被破坏的风险；另一方面，保护资金不足、技
术支撑不够、农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也制约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碳减
排、碳中和中的价值和重要性，加强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技术支
持，鼓励农民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环境友好型管理措施，同时积极
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为促进农业绿
色发展、助力农业“双碳”目标实现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委
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庆元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百山祖国家公园核心区。800
多年前，香菇始祖吴三公总结出剁花法栽培香菇技术，开创了人
工栽培香菇的先河。从小我就喜欢听父亲讲菇寮的故事，一起
与家人在家里种香菇、到山上采野生菌，后来就读了食用菌专
业，毕业后在食用菌管理部门工作。可以说，我的人生一直与菌
菇相伴。

2014年6月，“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入选农业农村部第二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又在李玉院士、闵庆文研究员、李
先德研究员等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在县领导大力支持下，经过申
遗团队共同努力，“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于2022年11月4日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第一个
食用菌领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我有幸参与了申遗过程并尽了自己的微薄力量，其中一次
历险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因为疫情的原因，国际专家决定采用线上考察方式。根据安
排，我主要负责回龙湾剁花法栽培香菇点位的脚本创作、现场材料
准备等工作。我们团队做了精心筹备，从展示点位的选择到老菇
农叶庆德和叶长文总农艺师的讲解，再到现场拍摄，每一个细节都
经过仔细推敲，先后17次修改脚本，26次现场演练。

2022年9月16日是线上考察的第一次彩排。中午12点多，
我与专班工作人员吴汝斌携带材料前往回龙湾。此地道路崎
岖，当车开到第三个大转弯处时，不慎驶离路面，滑向悬崖。我
和汝斌当机立断破窗逃离。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费尽九牛二虎
之力，我们才从陡峭的山崖上艰难地爬回公路，而我们的车子挂
在了一棵松树上……

尽管遭此意外，但我们顾不上伤痛。汝斌留下处理车辆，我
则继续前往现场。所幸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庆元香菇系统线
上考察阶段获得了专家们的极高评价，为最终专家会评奠定了
坚实基础。

尽管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但作为“菇人”后代，我们都明
白守护传承这份沉甸甸的千年遗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为这一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浙江省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中心农业文化遗产管理
科科长、高级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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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过程中的
一次难忘历险

黄卫华

8月30日至9月1日，以“发展道地黄芪产业 打造品牌康养集群”为
主题的“第三届恒山黄芪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山西省浑源县召开，全国各
地的行业专家、高校学者、企业代表等260余人参加。

黄芪为“十大晋药”之首，是“晋药”的突出代表。浑源县黄芪种植历
史悠久，早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就有上恒山采黄芪入药的历史，因气
候凉爽、成土母质好、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疏松、土层深厚等特点而成为恒
山黄芪的主产区，被誉为“中国黄芪之乡”。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浑源人
注重恒山黄芪品种资源的原生境保护，采用“人种天养、天种人护”的野生
抚育方式和6年以上的采刨周期及刨大留小的收获方式，克服了中药材
种植普遍面临的连作障碍，确保了浑源黄芪种植的可持续性，通过黄芪与
小灌木、杂草以及其他植物相伴而生，保持了野生黄芪原生环境的生物多
样性，减少了水土流失，形成了“森林-芪坡-农田-村庄”的复合农业景观
特征。2023年9月，“浑源恒山黄芪栽培系统”入选农业农村部第七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图①为绵延广阔的浑源恒山黄芪种植山地景观。 闵庆文 摄
图②为参加“第三届恒山黄芪高质量发展大会”的专家测量黄芪生长

深度。 张锦涛 摄

恒山黄芪：人种天养、天种人护

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

历久弥新的智慧生态养殖
□□ 杨立言 肖露鑫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菁

九月，漫步在皖南休宁的古村落，秋高
气爽，沿河而筑的一口口用片石搭砌而成的
古鱼池点缀着徽派村落，引人入胜。俯瞰鱼
池，清澈可见一尾尾泉水草鱼、红鲤鱼、光唇
鱼交织游弋，仰观秋染白墙黛瓦的所在，古
桥流水的画卷，袅袅炊烟的如梦诗意，柔软、
静谧，多彩、灵动。

位于安徽省最南端皖浙赣交界毗邻山
区有着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当地人充分
利用山区水资源和饲草资源丰富、土著鱼类
资源独特等优势，在山溪河流两旁、村头巷
尾、房前屋后、院内屋中，修筑鱼塘鱼池，引
入山泉养鱼，形成以流水养鱼为基础，耦合
农渔生态种养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2015
年，该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是全国首批纯水产养殖的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赓续至
今千余年。

源远流长的渔文化画卷

史料及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池塘养鱼始
于商代后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历史悠久，
最早宋朝罗愿在其《新安志》（公元 1175年）
中有明确记载，至今已有1000余年。休宁县
组织相关专家调查证实，休宁县域现存3000
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保留了山泉流水
养鱼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历史印记。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
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厨余及食料残渣等
给鱼提供了饵料；鱼类滤食浮游生物和人工
饵料，清洁水体的同时将其排泄物沉入底
泥，定期人为取出，为池边作物提供肥料，形
成了山泉流水养鱼生态种养的共生结构。

村民房前屋后养泉水鱼很讲究“门
道”。鱼池选址一般位于河边，以简易工程
设施，构筑一个个微型“都江堰”，实现有效
的自流分水引水，再利用山区河道的高低落
差，将池水排出去，形成无能源消耗的自循
环系统。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
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鱼的品种
以草鱼和鲤鱼为主，配比最好8∶2，原因是草
鱼生产速度较快，鲤鱼作为底层鱼可以通过
搅动，把粪便等带出去，保持水质清澈。

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山泉水
养鱼既体现了古人面对山区人多地少、旱涝

难测等不利条件的适应性，也强调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

“我们村有 80多口古鱼池，家家户户都
有山泉养鱼的传统。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学
会了养鱼，给鱼喂的都是山里的草料和芭蕉
叶，还有自家种的菜叶。”龙田乡浯田村村民
说，山泉水温度低，养殖周期长，养出来的鱼
肉质紧实、鲜美可口。城里人来龙田，采香
菇、走古道、吃泉水鱼，成为休宁周末休闲新
时尚。

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饭稻羹鱼”的中
国南方人完整典型的传统农耕生态文化图
景，具有占地少、投资小、易于管理、产量高、
效益好等特点，便于农户家庭生产经营，创
造了全球可资借鉴的可持续小农经济典
范。2023年，休宁县 26.6万户籍人口中，从
事流水养鱼生态种养的农民达5万人。

别具匠心的独特农遗

休宁先民依托山高林密、河川纵横、溪
塘密布、源清流洁、水质极佳的自然禀赋，变
劣势为优势，创造了山泉流水养鱼系统。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杨子
江用“古、多、优、保、美、博、特、高”八个字总
结了该系统的独特性。

“古”在于：古法养鱼技艺之古老，中国
淡水养殖技艺可追溯到8000年前，休宁山泉
流水养殖历史长达1000余年。“多”在于：“森
林-溪塘-池鱼-村落-田园”及小尺度的泉
水池（塘）养鱼的生态循环模式，具有丰富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其他生物多
样性。“优”在于：泉水鱼及系统内其他产出
的品质优良。“保”在于：流水养鱼种养结合，
生态环保。“美”在于：一处池一泓泉一群池
鱼宛如一个画框，近景之美极具观赏性；“森
林-溪塘-池鱼-村落-田园”结构镶嵌于烟
雨徽州、村落徽州、田园徽州，远景之大美，
陶然共忘机。“博”在于：系统博雅厚重的文
化内涵。“特”在于：是全国首批纯水产养殖
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高”在于：推广潜力
大，品牌价值高。

自 2015年该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以来，休宁县通过政府扶持、
企业推动、科研支撑、农民参与等方式，深入
推进山泉流水养鱼系统保护与泉水鱼全产
业链发展。县政府制定出台了《休宁县山泉
流水养鱼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休宁县“泉
水鱼+金融+科技”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发

布实施省级地方标准《山泉流水养殖草鱼技
术操作规程》等产业政策，建立健全泉水鱼
产业体系和经营机制，持续加强“泉水鱼+金
融”等有效投入和“泉水鱼+科技”的产业发
展支撑，整合建立良种繁殖、病害预防、饵料
供应、示范带动、市场推广五个系统，推动泉
水鱼产业的绿色健康发展。

休宁县委副书记、县长唐进介绍，2022
年 9 月，成立休宁县泉水鱼产业协会，通过

“协会+公司+农户+基地”的产业化运作模
式，实施“休宁泉水鱼”品牌培育工程，先后
注册了“休宁泉水草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制定了品牌授权管理办法，“休宁泉水草鱼”
获得了安徽省首批有影响力的绿色食品区
域公用品牌。

休宁县充分利用泉水鱼产业跨界融合
的优势，推进“泉水鱼+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提升泉水鱼产业链条。“挖掘具有
地方特色的鱼文化，讲好鱼故事，打响泉水
鱼的知名度。”休宁县副县长汪景峰说，在
农遗核心区，休宁县建成“状元鱼王”观景
点，推出汪村石屋坑、板桥梓坞等一站式产
业基地 7 个，带动发展渔家乐 179 家，开发

“一鱼三吃”“全鱼宴”等 12 个系列菜品，连
续七年举办泉水鱼节、泉水鱼烹饪大赛等
活动，年接待游客量 70 万人次，收入达
5000万元。

近年来，通过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
作，休宁县建成了一批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
统历史发展的科研基地、文化教育基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教育基地。休宁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郑传权介绍，该县以中国科
学院、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上海海洋
大学、黄山学院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依托，
建成山泉流水养鱼科技小院等科研基地；推
进山泉流水养鱼系统保护与革命老区红色
文化传承相结合，建设文化教育基地。例
如，汪村镇石屋坑村在修复泉水鱼池的同
时，修复了村内“一亭”“两道”“三场馆”“六
旧址”等红色基础设施，使石屋坑红色文化
教育基地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相得益彰。

非同凡响的活态传承

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在千年活态传
承过程中，不断创新，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山泉流水养鱼技术体系、文化自然景
观体系，“森林-溪塘-池鱼-村落-田园”成
为“两山转化器”，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动诠释。
“系统保持了从单池零散养殖到多池梯

级养殖，再到循环水生态接力养殖的完整流
水养鱼技术进化链；形成了丰富的山泉流水
养鱼文化、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景观
结构；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村落与池
塘共生、水鱼与林山共育、人文与自然共荣，
体现了极高的创造性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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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德说。

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为居民提供优
质水产品、果蔬及其他农特产品，不仅发挥
了食物和生计安全保障作用，同时还保证水
质不被污染，实现了山区优质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专家委员会委员卢勇在谈到该系统功能和
作用时说，系统实现了“森林-溪塘-池鱼-
村落-田园”的镶嵌分布和山泉流水养鱼生
态种养的复合经营，成为遗产地经济支柱产
业之一。

山斗乡青岭村就以养殖泉水鱼为支柱
产业。“目前市场需求较大，一斤泉水鱼能卖
到 80 元以上，远超普通草鱼。”山斗乡青岭
村村民吴明祥养殖泉水鱼已有 30 多个年
头，提起泉水鱼的销路，他眼里放着光。

“2012 年，我投资 300 多万元在岭脚村建了
第一个泉水鱼养殖基地，养殖的泉水鱼很受
欢迎。”汪村镇田里村村民余欣荣回忆，2014
年底，田里村组建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在休宁，泉水鱼产业已经成为山区农村
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成为活跃山区经济
的重要引擎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据统
计，截至2023年底，休宁县21个乡镇有17个
发展泉水鱼产业，共建有泉水鱼池 6391口，
家庭养殖户达 4000 户，约占山区农户的
20%，泉水鱼产量突破 2090吨，实现综合产
值达到5.6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农业文化遗
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
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
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
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唐进表示，休
宁县将进一步挖掘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
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
价值，为渔文化及全球条件类似地区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为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来自淡水渔业的

“休宁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