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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蚕食下的产业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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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当代全球食品安全令人堪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重新看到了传统有机种植的价值和

魅力&中国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以其生态的种植方式和独特的耕种文化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

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本文介绍了遗产所在地自古以来的耕种方式及政府保护措施"分析了当地

居民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本土农业形态+并为了迎合社会需求"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创造经济

利益"同时宣传当地的特色文化&最后"从文化基质*生态要素*土地效能*景观风貌和产业集成五

个方面阐述稻鱼共生文化系统对现代生态种植及旅游产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业遗产+稻鱼共生+土地效能+生态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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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独特的'一直是青田稻鱼共生模式的独特魅力%如今'将稻田养鱼和生态旅游

相结合'对传统稻鱼共生系统的原生态景观进行保护和升级开发'展现出千年农业文化遗产的魅力'是青田

稻鱼共生文化系统新发展的契机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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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对遗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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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在
+,,C

将浙江省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列入试点系统%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表明中国

的稻鱼共生系统可以追溯到大约
+,,,

年前%稻鱼共生系统功能复合'益处良多'包括食品安全(优质营养和

经济收入(预防疟疾(保护生物多样性(虫害管理(授粉(碳和养分循环(水土保护和恢复等%然而'与许多其

他传统农业相似'稻鱼共生系统正面临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和所谓的现代农业技术的影响所带来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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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概况

位于浙江省中南部的青田县'常年雨水丰富'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当地山地面积高达
?,Y

%

稻鱼共生系统是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

增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显著减少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并增加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在其典型的农田生态系统内'生产者是水稻(杂草等'鱼类(昆虫(各类水生动物如泥鳅(黄鳝等是系

统的消费者'而细菌和真菌起到分解功能%鱼食昆虫'杂草和鱼粪用于施肥'整个系统自身能在不需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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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农药的前提下'维持正常循环'形成了农田的生态平衡%

+,,C

年
.

月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成为中

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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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沿革

越地区的居民自古以来一直遵循)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但因为战乱迁至深山之后'从河海捕鱼的生活

方式难以继续'便开始利用山泉水在稻田中养鱼%浙江青田县稻田养鱼历史悠久')稻田养鱼*这种传统的农

业生产方式在青田县拥有
#+,,

多年历史%如今青田的农民依然采用这一传统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稻鱼共生系统难以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需求'面临的挑战日

渐增多%青田稻鱼生产以粗放经营为主'稻米田鱼的市场销路不乐观'只能被迫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加上

深加工技术不成熟'导致经济附加值不高'经济效益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挫败了农民采用这种模式进行生产

的积极性%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和工业效益差距也随之加大'当地大量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农业技术(养鱼技术难以实现有效传承%

)种稻养鱼*的生产方式和)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组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部分'该系统的思想

观念(农业生产知识及农业生产工具体现了中国传统)天(地(人(稼*的和谐统一'也将这些传统思想反映在

乡村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悠久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发展史还

孕育了灿烂的田鱼文化'同时'根据青田田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而派生出的独特民间舞蹈也为青田稻鱼共

生文化系统锦上添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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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措施

稻鱼共生产业发展和文化挖掘得到了青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青田县稻鱼共生系

统项目保护和开发领导小组和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推广中心'同时'制定了稻鱼共生产业发展规划和

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促进传统稻鱼共生产业保护与发展%

+,,.

年
"

月底'在浙江青田举行了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主办'青田县人民政府承

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稻鱼共生系统多方参与机制研讨会*'共同探讨通过加强对稻鱼

系统及其他独特农业系统的重视'提高对这些传统农业系统面临的威胁及可能的保护措施的认识'力求确定

多方参与保护机制%

在一些乡村'例如方山乡和龙现村'青田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广泛宣

传和政府重视'稻鱼共生系统的重要性也被当地居民认可'有机食品生产和乡村旅游的商机被当地居民发

掘'由此激发了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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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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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价值!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本土农业形态

青田地处瓯江水系'水资源丰富%但中国南方山区的水稻产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均耕地面积小%由

于稻田养鱼将水稻种植业与水产养殖业结合起来'互相利用'形成新的生态农业'其环境保护和生态循环的

效益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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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迎合社会需求%为市场提供优质产品

自青田稻田养鱼系统被纳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后'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不仅得到了国际组织(国家农

业部(浙江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资金和科技支持'由于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大提升'为当地区域发展和居

民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此外'绿色(健康(安全的稻鱼共生系统农产品打消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顾

虑'给予了消费者更多安全(无污染(无公害的产品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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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产品本质出众%创造良好经济利益

青田县的农业主要以稻田养鱼产业为主导'其面积为
D

万亩'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
!'C

万亩'是当地东部

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青田稻田鱼具有肉质细嫩'鳞软可食的特点'是可赏(可食(可加工的优良彩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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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稻鱼共生系统具有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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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依托传统农耕技术%形成地方特色文化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经过千年的发展'对于当地的居民和社会来说'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也

不仅仅是催生当地民间习俗和特色艺术形式的本源'它还凝聚了以稻鱼共生农业体系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和

地方自豪'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

'

!

规划要素

'"!

!

文化基质!基于传统理念%发展生态农业

稻鱼共生系统体现了中国农民传统的)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这一和谐统一的思想观念%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农耕文明理念在)农牧结合*)农桑结合*和)基塘生产*等生态农业模式中得到了充分

体现%

'"#

!

生态要素!依靠自然系统%减轻生态污染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稻鱼的共生作用能很好地解决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鱼为水稻除草(除虫(耘田松

土'水稻为鱼提供小气候(饲料'减少化肥(农药(饲料的投入'鱼和水稻形成高效的和谐共生系统'促进了生

态环境的优化'实现系统内部废弃物-资源化.'从而降低农药使用所带来的污染%此外'稻鱼共生系统能够

对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秸秆(淘米水(烂菜叶(厨房洗涮水(剩菜剩饭等废弃物进行生态

处理'减轻生活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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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效能!用地养地结合%提高稻田产出效率

青田稻田养鱼在特定的资源条件下'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稻鱼共养'将鱼类生产繁衍过程巧妙嫁接到农

业生产过程之中'提高了土地肥力'改善土壤环境'充分利用生物的特性'利用不同空间的交错性和包容性'

对土地功能进行错位开发'达到土地综合利用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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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风貌!结合传统耕种方式%形成独特生态景观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发明与发展以山地景观为基础'利用山区水资源'结合挖沟(筑塘(蓄水(耕种(养鱼

等原始劳作'形成了以人类农耕活动为核心'以周边自然景观为背景的'独特人工生态文化景观%如何保持

千年文明衍生的景观风貌不因经济效益(劳动条件等原因'被现代科技主导的专业化农业耕作方式所蚕食'

使两种景观能和谐共生'是诸多农业遗产面临的共同挑战%

'"&

!

产业集成!发掘资源内涵%打造农业文化旅游

在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农业遗产以后'以浙江青田县农业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旅游资源被充分开发'遗产

本身的价值与内涵也被大众认可%由此带来以农业遗产观光为核心的旅游休闲产业!如农家乐(渔家乐等"

的发展'促进农业有机产品的开发以及品牌创建'形成以农业为支柱的多产业联合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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