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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
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不仅揭示了保护农耕
文化重要而深刻的历史价值，更指明了保护
农耕文化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为中
华民族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全球
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总面积达21万亩的河
北涉县旱作梯田，早在1990年就被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专家称为“世界一大奇迹”“中
国第二长城”。其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
景象之壮美、特色之鲜明，世所罕见。它不
仅生产了大量的农产品和生产生活资料，创
造了一批有机农产品品牌，还有效防止了水
土流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
生，同时构建了梯田文化、金驴文化、饮食文
化、石头文化等独特的文化体系。其独特的
山地雨养农业系统和规模宏大的石堰梯田
景观集中展现了我国北方山区的生态、经
济、社会和文化形态，充分展示了该系统丰
富的文化性、活态性、适应性、多功能性，从
全球来看都具有独特性。

为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份宝
贵文化遗产，涉县县委、县政府将其作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现实

检验，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火红实
践，作为保护和改善太行山区脆弱生态系统
的重要抓手，始终牢牢记在心上、抓在手上、
落实在行动上。特别是进一步强化“在保护
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在发展中传承、在传
承中发展”理念，举全县之力抓规划、抓推
进、抓提升，使太行山旱作梯田系统重新焕
发了勃勃生机，2014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今年又被列入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着力强化党建统领，构建多方参与共
同治理的保护发展格局。涉县将做好旱作
梯田保护提到县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涉县旱作梯
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统领全
局、协调各方。指导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

“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批准设
立龙头企业“涉县梯田农业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制定出台旱作梯田农业系统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保护管理办法、修
复建设及保护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并积极与中国农大、中科院等开展科研合
作，构建起“政府、社会、农民、企业、科研”
五位一体的多方参与机制。

着力扛起保护职责，形成以整治修复
促保护的综合治理体系。紧密结合涉县旱
作梯田实际，聘请中科院专家为梯田系统
制定了34项保护行动方案，从生态保护、文
化传承、产品开发、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规划。全面整治和修复2016年“7·
19”特大洪灾中损毁的 1.2 万亩梯田，复垦
荒废梯田0.4万亩，收集整理74种作物、180

个老品种建成“种子银行”。持续加强梯田
环境整理，打造了山顶松柏戴帽、荒山连翘
满坡、梯田果粮（药）间作、路边花草争艳的
多彩梯田。组织开展农田道路、主干排水
渠、抗旱水窖、蓄水塘坝等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构建起小雨润物、中雨蓄墒、大雨入
塘、暴雨进川、水不出山的良性生态体系。

着力融入全域旅游，打造太行山区风
光奇特的美丽画卷。涉县以创建全国全域
旅游示范县为契机，将太行梯田大峡谷列
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六个三”战略布
局，并同步实施百座塘坝耀太行、千家林场
绿太行、万家民宿富太行的“百千万”工程，
使太行梯田变成了大地画廊，成为涉县全
域旅游的一大特色。随着涉县被评为“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被认定为首批全国

全域旅游示范区，太行山旱作梯田的知名
度迅速提升，成为国内外游客来涉首选目
的地，藏在深山无人识的旱作梯田系统成
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仅2019年就
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次。

着力推进产田融合，实现梯田系统可持
续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的双赢局面。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积极推进旱作梯田核心区内历
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创新梯田农业观光
园、休闲农庄、石头民俗文化村建设，大力发
展小米、花椒、黑枣等生态有机农产品，不断
加强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古老农业文明与
现代商业实现了共生共存。依托丰富的梯田
文化资源，兴建了王金庄的“梯峡青阳椒香
谷”、张家庄的梯田文化写生基地、江新村的

“将心京连”部落民宿、后池村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性教育基地等，共同构成了乡村
振兴的先导区、经济发展的隆起带。

旱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祖先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属于全人类改造
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瑰
宝。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梯田，紧紧围绕加快梯田保护治理体系
和保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创新完善机
制上下功夫，努力以制度建设开创旱作梯
田系统保护的新局面。一是完善财政投入
机制，设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专项
资金，整合各类涉农项目资金，用于太行山
旱作梯田系统的保护与发展；二是完善政
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努力争取
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的财力支持；三是完善
产业促进机制，以传承农耕文化为出发点，
拓展农业功能，丰富项目业态，培树农业文
化遗产品牌，推动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农民
就业增收；四是完善多方参与机制，以政府
为主导，联合科研院校开展系统研究，引导
相关企业采用传统农耕技艺开发梯田农产
品与特色旅游纪念品，继续支持“涉县梯田
保护与利用协会”参与旱作梯田保护与利
用，不断提升当地群众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传承农耕文明 助推乡村振兴
——让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在保护与开发中焕发新生机

河北省涉县县委书记 汪涛

时间回拨到 6月 16日，一趟从北京开往邯郸方向的
列车上，一个看起来健壮的青年，用粗糙的双手抚摸着自
己刚刚取得的中国农业大学“第一期农业文化遗产地乡
村青年研修班”结业证书，眼角泛着幸福的泪花。他就是
来自河北邯郸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返乡青年王虎林，是
当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种子选手”。

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王虎
林生长的村子王金庄，正是遗产地的核心保护区域。

“我是2015年开始留在家乡做电商，售卖王金庄的小
米。卖产品需要挖掘独特性，我开始重新认识家乡。蓦
然回首，原来从小一直想离开的梯田已经是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而我们的毛驴被专家称为遗产地上跳跃的精
灵。家乡有这么好的资源，何愁没有发展？”从此，王虎林和
梯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说，“梯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王虎林曾因一场意外事故造成双腿骨折腰四爆裂，先
后经历大小手术11次。开始做电商的那年，他是躺在病榻
上开启事业的。直到2016年，王虎林才重新站了起来。也
是这一年，涉县旱作梯田系统进入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此时的王虎林小米已在网上卖得红红火
火。“我们梯田小米销量从几千斤到十多万斤，一直在增
长。我发现消费者都是冲着梯田传统原生态的种植以及
石头碾子磨米的传统工艺来的。即便我们小米价格10元
一斤，也都乐意购买。这就是我们遗产的品牌效应。”

2017年，王虎林结识了来王金庄做田野调查的中国
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考察团队，有感于梯田保护的迫
切性，王虎林和村里的曹肥定等几位长辈一起发起成立
了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由此，王虎林一边统
一收购销售梯田小米，让忙碌于梯田的乡亲种植无后顾

之忧；一边开始在村里宣传梯田文化，让更多年轻人加入
保护行列。目前，梯田协会已有72个志同道合者，并在中
国农大孙庆忠教授和中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宋一青教
授团队帮助下，完成了 24条大沟、120条小沟以及 180种
老品种的普查，组建了“种子银行”。

梯田协会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参与其
中，实现自己的梯田梦。2018年-2019年，梯田协会先后
两次邀请常年拍摄王金庄的摄影师，在村内石板街办起
了乡村摄影展。让老百姓看到了艺术作品中的家乡，重
新认识到家乡之美，并由此增强了文化自豪感。

全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购买产品，了解到涉县旱作
梯田文化，并慕名前来王金庄休闲度假。于是，王虎林又
开起了民宿，接待五湖四海采风者，通过口口相传的方
式，传播着当地的文化。

“如何让一滴水不干涸？把它放入大海里。”王虎林
不仅在收购小米时让利于乡民，而且还吸纳越来越多的
乡亲加入团队共同发展致富，如今他更想着学习其他遗
产地先进的模式和经验，开展乡村联盟、乡村课堂、乡村
手工坊、乡村深度游等，让乡亲们都走上致富路。

“余生，我都将扎根梯田，致力于梯田保护事业，让梯
田文化永久的流传下去。我是守护梯田的一粒种子，我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种子加入。”王虎林说，只有把个人的
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和乡土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事业才会更大。

日前，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返乡青年和
妇女骨干曹国成、李伟洁、曹翠晓、王翠莲等又加入中国
农业大学“第二期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学
习，更多的“种子”已在梯田萌芽。

梯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涉县梯田展现了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在
山巅登高望远，用石头垒起的梯田，如一条条巨
龙起伏蜿蜒于座座山谷，随着季节变化而气象万
千。驱车寻访传说中“驴背上的梯田”，一幅壮丽
的传统农耕图在眼前缓缓展开：毛驴在层层叠叠
的梯田上边劳作边歌唱；山民站在传统的农具耙
上，被驴牵着犁地；满载新打的黑枣而归的毛驴
驮着两个簸箩，陶然行走在山间……

千百年来梯田下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创
造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技术，也形成了丰富多样
的文化习俗，使得遗产系统得以活态传承至今。

梯田农耕靠毛驴

毛驴，在梯田农业生产中扮演着多种重要
角色，村民视驴为金，视驴为宝，人驴相存为伴。

这里的村民对驴情有独钟。山高坡陡，耕
作困难，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得村民对家畜的选
择十分苛刻。毛驴在综合耐力、寿命、爬坡能
力、劳作能力和驯化等方面都优于其他牲畜，使
得毛驴成为旱作梯田系统的关键要素。

长期以来，村民还总结出一套驯养毛驴的
技术，使其能配合人高效完成耕作。训练有素
的驴被视为“有灵性的”，能够与人产生默契，做
到自觉驮物、自主耕地、自寻家门。

驴不仅是梯田内特有的生产力和交通工
具，它是保持梯田可持续生产的永恒动力。驴
粪是上等的农家肥，秸秆通过过腹还田或与驴
粪堆沤还田，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
肥力。

“打一千，骂一万，冬至喂驴吃碗面。”村民
说每年的冬至，是驴的生日。这一天，人们不仅
要让驴休息一天，还给它们改善伙食，用南瓜、
小米、各种菜豆和白面条煮一锅素杂面，犒劳毛
驴一年辛苦的劳作。

一座天然的石头博物馆

如果说毛驴是梯田农耕文化之“魂”，那么
石头就是梯田民居文化之“基”。

梯田下的村民一般都有两个家，一个是村
里的石头房子，一个就是梯田里的石庵子。村
民充分利用太行山丰富的石头资源，建造房屋
道路，制作石头器具，雕刻石头装饰，用于满足
生产与生活需要，形成太行山独特的民居文化。

穿行村落间，石街石巷、石房石院、石楼石
阁、石阶石栏、石桌石凳、石碾石磨、石门石窗，
处处是石，家家是石，浑然构成一座天然的石头
博物馆。从高处俯瞰，高低错落的石屋依山就
势，从沟谷底部向两侧延伸，随山坡形成多个层
级，蔚为壮观，宛若太行山里的“布达拉宫”。

遗产地的核心保护区域王金庄村是“中国
传统村落”，现存民居 600栋 4000多间，建筑面
积25万平方米，石头砌成的街巷有500余条，每
条巷子每个院落都散发着幽幽古韵，丝丝缕缕
中都透着沉重的历史质感，是近千年历史与文
化的交融和积淀。

由于村落与梯田之间距离较远，村民往往
在梯田上是从早忙到晚，因此石庵子就成了村
民的第二个家。石庵子主要是为人与驴骡提供
遮风避雨的休息空间以及容量可观的储物空
间，方便农耕生产。散落分布在梯田之中的石
庵子是涉县梯田系统独特的建筑形式，也是石
堰梯田厚重历史的明证。许多石庵子的石头上
刻有“道光”“光绪”等年号。

独特的农耕文化习俗

独特的农耕文化和民居文化，也催生出与众
不同的饮食文化。涉县梯田上所产的核桃、花椒、
柿子、小米、玉米、大豆、黑枣等农林产品，为居住其

间的村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也形成了
“白露打核桃，立秋采花椒，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
枣”的节庆习俗，并依托习俗，开展大型采摘节。

依托特色农产品，村民们创造了很多独特
的小吃，成为舌尖上的美味。比如核桃仁饼、花
椒芽菜、软柿子抹窝子、小米焖饭、小米面煎饼、
抿节、饸络、苦垒、菜锅小卷等，为村民一天的劳
作提供充沛能量。此外，村民们将豆子放入自
制的石臼，用石锤捣制成粉末，冲入开水中煮
沸，放入盐或者糖，成为一种类似豆浆的汤品

“豆面汤”，被当地网红“农村阿凯”带上央视，成
为很多观众期待品尝的美味。

在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村民充分利用当
地丰富的食物资源，通过“藏种于民”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贮
存方式和“节粮于口”的生存智慧，传承七百年之
久。如“糠炒面”，是涉县旧时的传统食品，是备荒
的主要藏粮。其做法是：以软柿子拌谷糠，有的加
玉米面捏为块晒干，放入土炕烤干，用石碾碾碎，
箩筛为面，置于席圈或缸内几十年不变质，食时以
汤或水拌食，也可干食，味道香甜。据悉，目前有
些村民家中依然储藏有百年的“糠炒面”。

这些传统知识和技术体系既保障了当地村
民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
促进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得王金庄村即
使地处“十年九早”的山区，也能保证村庄人口
不减反增。

每逢年节，当地最热闹的民俗活动就会登
场，上刀山、转九曲、跑驴、舞狮、赛戏等活动热
闹非凡。涉县梯田文化，700多年来早已化作史
诗，在天地间活态传承。梯田，就像是一座尘封
的宝库，其价值正在散发出无穷魅力。涉县旱
作梯田，未来可期！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王月红 张晓楠撰写

蜿蜒太行山间绚丽多姿的大地艺术

“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展现了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
是涉县山民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
配置，与自然生态条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产物。”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早在2016年第三届全国农业文化遗产
学术研讨会上给出过这样的评价。

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地处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
“山高坡陡、石厚土薄、十年九旱”是涉县梯田最真实的
写照。最薄的土壤层仅 0.2 米，降水少不说，还分布不
均。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祖为了生存，凭借

“地种百样不靠天”的生存智慧和顽强的拼搏毅力，繁衍
生息 700多年。涉县旱作梯田系统蕴含着当地劳动人民
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形成了以梯田建造、梯田维护、集
雨蓄水为主的水土资源利用技术。实现“地种百样不靠
天”，当地石匠修建旱作梯田，采用的是一种独创的“悬
空拱券镶嵌”式的石堰修复技术。村民在垒石堰时，充
分利用土少石多的自然资源特征，在基部用大石头铺
垫，中部用碎石分层填充，上部则用过筛细土铺就。这
样的石堰梯田不仅结构稳固，而且具有很强的蓄水保土
能力，达到“有洪防洪、无雨防旱”的效果。此外，当地人
还建造了一系列集雨储水设施，如水窖、水井、水池、水
柜、水库等与梯田相配套的水利设施，将自然降水收集
起来，为点种等农事活动提供水源，通过保土、保水、蓄
水和用水，实现了对土壤和雨水的有效利用，形成“小雨
润物、中雨蓄墒、大雨入库、暴雨进川、水不出山”的高效

山地雨养农业生产方式，是旱作梯田农业可持续生产的
重要基础。业界专家实地考证后评价，涉县梯田建筑的
层次性与水分生态运转机理在我国乃至世界坡地治理
中都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在农田耕作尺度上，涉县旱作梯田采用间作、套作、
轮作、混作等种植模式，形成了包括选种、耕地、播种、施
肥、间苗、除草、杀虫、灌溉、收获在内的一整套耕作技
术。长期以来，村民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
宜”的原则，利用不同作物的生育期相近，进行间作套作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如玉米-高粱间作、谷子-高粱间
作、玉米-菜豆套作、玉米-南瓜套作、花椒-小豆套种等；
通过轮作模式保持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发生。利用不
同的谷子品种进行轮作，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利用同
一作物不同品种的生育期不同或不同作物的生育期不
同，进行错季适应栽培。此外，当地人在石堰边种植花
椒、在田块上种植黑枣、核桃、柿子等。这些经济树种与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形成了农林复合结构，不仅增强了梯
田的水土保持能力、增加了梯田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实
现了土地空间的充分利用、提高了梯田单位面积产量。

走进涉县，依山而建的石头梯田、颇为丰富的食物资
源，既是生产工具又是运输工具还是有机物转化重要环
节的毛驴、随处可见的集雨水窖、散落田间的石屋，在人
的作用下巧妙结合，石头、毛驴、作物、梯田、村民相得益
彰，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旱作农业生态系统。

因地制宜蓄水土 地种百样不靠天

河北旱梯田，
石堰蜿蜒，
粟作农耕世代传。
石砌村寨成美景，
椒香驴辕。
置身喧嚣外，
坚韧勤俭，
少土缺水有何难？
千年智慧今又是，
世界典范。
——浪淘沙·涉县梯田 贺献林

▲四面八方的游客借着中秋假期到更
乐镇大洼村探访古村寨，观看民俗表演。

旱作梯田成网红打旱作梯田成网红打callcall地地

杨彦忠杨彦忠 摄摄

涉县旱作梯田以其独特恢弘的绮丽风
光和灿烂多姿的农耕文化，成为全国全域
旅游示范县，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019年藏在太行深处的涉县旱作梯田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贺献林 摄

◀联合国大学可持续高等研究所高级项目官
员永田明在考察之余，体验“骑毛驴上山”。

旱作
梯田

返乡青年
王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