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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从山间潺潺而下，缓缓流入每

户村民的秧田里。村民依循时令，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修堤、插秧、投放鱼苗等各
项劳作。月朗星稀的夜晚，甚至可以听
到田间“啪嗒、啪嗒”的响声，那是鱼儿吞
咽掉落在水面上的稻花……这既是今天
浙江丽水市青田县小舟山乡原生态的农
田风光，也是这里千百年来再寻常不过

的农耕场景。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也

留下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
共生系统就是其中一颗明珠。这个已传
承 1200 多年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种养
方式生态高效：水稻为田鱼提供庇荫和
有机食物，田鱼则为水稻耕田除草、松土
增肥、吞食害虫，稻和鱼形成互利共生的

绿色生态系统。当地还衍生出“尝新饭”
“青田鱼灯舞”等稻鱼文化习俗。2005 年
6 月，青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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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继承传统上下功夫，在发展“农
业+文化+生态+旅游”上下功夫，青田擦
亮稻鱼共生系统金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如今，青田农民从事稻田养鱼的
意愿提升了，稻鱼共生面积从 2015 年的
4.2 万亩上升至 2020 年的 5.04 万亩，平均
亩产水稻 900 斤、田鱼 70 斤，其中核心示
范基地 1 万亩实现万元亩产值。全县培
育 4 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建成 4 个
稻鱼特色乡镇（园区），实现年综合产值 5
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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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整合

有限的水土资源，达一田两
用、一水两用、稻鱼双收、互
惠共生之利

记者到访青田那天，秋雨初霁。踏

着比单脚宽不了多少的田埂，紧随小舟

山田鱼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永如的脚

步，前去探访他家培育的田鱼。

“我们青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

为 节 约 稀 缺 的 耕 地 资 源 ，田 埂 都 是 尽

可 能 地 窄 ，只 要 能 走 就 行 。”走 在 前 头

的 刘 永 如 健 步 如 飞 ，他 扭 头 向 记 者 介

绍，“田埂由青石、泥草垒砌而成。这种

垒法，自古流传。田鱼有拱泥的习惯，

田埂如不时时维护，不出一个月，就会

被拱塌。”

刘永如家的一亩三分地，被分割成

了 20 多丘田畴，长如腰带，弯如月牙，水

稻间悠游着一群红色田鱼。鱼稻相依，

与山间的苍翠茂林、喧腾溪涧一起，勾

画出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画卷。

“你看，这里的水稻秆壮穗大！这

就是田鱼的功劳。”刘永如说，“我们种

田基本不施化肥农药。与水稻单作相

比，稻鱼共生虽然种植密度有所下降，

产量却能提高 15%左右。”

田间栽植的，正是当地流传千年、

重点保护的本土四色水稻品种。产量

虽比不上现代稻种，却各具特色。例如

黑米营养丰富，有药用价值；糯米则是

当 地 人 包 粽 子 、酿 醪 糟 不 可 或 缺 的

食材。

经过先民一代代驯化的鲤鱼鱼苗，

也进化成当地的独有品种青田田鱼，模

样与鲤鱼相似，但鱼鳞柔软，鱼肉分外

细腻，成为本地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

佳肴。

选用刚打捞的田鱼，顺脊背剖开，

取 出 内 脏 ，不 去 鱼 鳞 ；鱼 体 呈 扇 形 张

开，涂抹海盐与黄酒，腌制入味。后用

清水冲洗干净，平摊放入蒸屉，隔水蒸

熟 ；待 鱼 肉 摊 凉 ，烧 上 炭 火 ，在 土 制 的

炉 子 里 铺 满 稻 秆 谷 壳 ，便 可 将 鱼 坯 放

入 烘 熏 —— 鱼 庄 的 柴 火 灶 台 前 ，方 山

乡方源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金

岳 品 ，正 向 前 来 参 观 的 青 田 华 侨 中 学

师生现场演示正宗方山田鱼干的制作

技艺。

“新鲜田鱼保存不易，先人们流传

下 来 的 田 鱼 干 制 作 技 艺 ，家 家 户 户 相

传，各有秘方锁住田鱼鲜香，食之别有

一番回味。我们青田是侨乡，在外的游

子随身携带，也可一解思乡之苦。”金岳

品忙里抽闲来到鱼庄当起了大厨，“下

午是浙江台州来的客人，订了 3 桌，点名

要吃红烧田鱼。”

金岳品平时经营田鱼育苗、稻田养

鱼两个基地。“稻鱼米每斤 30 元，田鱼

干每斤 380 元，往往在收获前就被预订

一空。 2020 年合作社盈利达 200 万元

以上。”

明初洪武年间的《青田县志》已有

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于稻田及

圩池中养之。”而青田稻鱼共生的历史，

更可追溯至千余年前。

“青田‘地号瘠土，无平原广市’，先

民只能陵谷以居，因山垒石为田。”瓯江

江畔，奇云岭下，耄耋之年的青田县文

化馆原馆长郭秉强娓娓道来。山田方

圆有限，更兼存不住水，即便下雨，也会

顺 流 直 入 山 沟 ，当 地 人 形 象 地 称 之 为

“蓑 衣 田 ”。 在 此 耕 种 ，稻 谷 产 量 可 想

而知。

青田人口耳相传的是：先民在放溪

水 灌 溉 时 ，不 经 意 间 把 鱼 苗 带 进 了 田

畴。不承想，待到秋天收获稻谷时，田

里额外多了一尾尾肥美的鱼儿。

“他乡多是放水割稻，唯‘蓑衣田’

蓄水不易，先人们舍不得将好不容易积

蓄的水放掉，一年四季都存着。这反而

为田鱼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水域环境，就

此形成了绿色天然的共生系统。”郭秉

强介绍。

“ 青 田 稻 鱼 共 生 系 统 整 合 有 限 的

水 土 资 源 ，达 一 田 两 用 、一 水 两 用 、稻

鱼 双 收 、互 惠 共 生 之 利 ，让 我 们 见 证

了 先 祖 的 智 慧 。”农 业 农 村 部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中 科 院 地 理 科 学 与 资 源 研 究 所 自

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

表示。

转 机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后，一些归国华侨、科技
人才、乡贤能人，积极投身遗
产保护和稻鱼产业

曾几何时，那方稻鱼田似乎已不再

让人留恋。在人均只有 3 分薄田的青

田 ，人 们 在 稻 鱼 田 辛 勤 耕 耘 ，却 难 以

致富。

“老辈的规矩，如果家中长子继承

了稻鱼田，其他孩子就得外出讨生活。

青田作为知名侨乡，不少乡村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华侨，其背后也有一分难为外

人道的辛酸。”郭秉强坦言，在迈向现代

农业的今天，稻鱼田比较效益低下也显

而易见。

站在山脚下仰望梯田，现代农业机

械只能望山兴叹。而在传统耕作方式

下，往梯田挑 10 担有机肥施肥，效果还

不如 1 担化肥；人工费一天要 200 元，到

了收获季节，顶多收 200 斤稻子——大

约是一般农田一亩地收成的 1/5。

“为追求经济效益，一些农户弃用

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施用化肥、农药以

提高产量。”曾任青田县农业农村局农

作物管理站站长的吴敏芳介绍，田里一

度多是产量更高的外来水稻和田鱼品

种，传统品种资源面临挑战。

“ 尽 管 优 质 稻 鱼 市 场 价 格 相 对 较

高，但其产量通常不高，收入有限。因

此，适龄劳动力持续流失、耕地抛荒现

象出现，传统品种资源、传统知识体系、

传统农耕文化一度难以维持甚至有逐

渐消失的风险。”长年关注青田稻鱼共

生系统，闵庆文忧心忡忡。

本世纪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倡

议，推动对具有全球重要性且面临消失

危险的传统农业系统进行保护，探索未

来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2005 年发布

的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中，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榜上有名。

“借此机遇，青田擦亮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的金名片，鼓励并支持对家

乡富有情感的归国华侨、科技人才、乡

贤能人，积极投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

稻鱼产业发展。”青田县委书记周和平

介绍。

42 年前，16 岁的金岳品追随四堂兄

金岳新来到法国巴黎的一家中餐馆，从

刷盘子做起，终于从 22 岁起拥有了属于

自己的餐馆，生意好的时候，一年能赚

20 万欧元。

正准备和四哥一起开连锁店的金

岳品不会想到，2006 年秋的一次返乡之

旅，将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 一 年 ，他 回 到 阔 别 近 30 年 的 家

乡，发现青田变了模样，高楼平地而起，

从县城到方山乡的道路宽敞、整洁。不

过，记忆中那满山的金色稻田中，斑驳

的杂草多了，有的田畴已不再蓄水，稻

鱼田出现抛荒现象。

迈进家门放下行李，金岳品看见老

父 亲 从 门 前 的 池 子 里 捞 起 一 尾 红 田

鱼。“父亲捞起田鱼的动作与那张笑脸，

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一刻，

父亲这个熟悉的举动，触动了金岳品尘

封的儿时记忆。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季节是每年 10
月，沉甸甸的稻穗昭示着丰年的来临，

游 弋 了 一 年 的 田 鱼 也 长 到 了 六 七 两 。

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要举行“尝新饭”

仪式。桌上的菜肴，自然少不了自家稻

田里养的田鱼，寓意年年有余。喷香的

米饭、鲜美的田鱼，在金岳品的唇齿间

留下了久久回味。

如今，再次品尝母亲精心烹制的田

鱼，听闻青田保护稻鱼共生的诸多举措

与政策红利，望着窗外山间日渐干涸的

梯田，金岳品萌生了一个想法——返乡

守护这方流传千年的稻鱼田。

保 护
通 过 政 府 扶 持 、企 业 推

动、科研支撑、农民参与，建
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的多方参与机制

2007 年底，金岳品只身返乡，带着

全部家底投身稻鱼共生特色农业。

“他为何不去法国了，天天在田里转

什么？”“是不是在国外欠了债不敢出去

了？”对于街谈巷议，金岳品并不在意，

唯独对于一同创业的四哥心存愧疚。

脱下西装，卷起裤腿，戴上斗笠，金

岳品一头扎进稻田。然而，没有真正务

过农，也欠缺田鱼养殖经验，金岳品出

师不利。

他在自家屋后的地里开挖鱼塘，垒

起高高的围墙，从当地村民处收购传统

田鱼进行鱼苗孵化。不承想，一场大水

将围墙冲垮。之后，他在鱼塘里用水泥

筑底以为“固若金汤”，结果很多鱼苗都

没能存活。“过去的稻鱼田，很大程度上

是靠天吃饭，放二三十斤鱼，逢年过节

招待亲友绰绰有余。但如果要提升鱼

苗孵化率，进而提高产量，单靠老经验

就不行了。”

“我认识上海海洋大学一位研究鱼

苗培育孵化的专家，要不你去拜个师？”

困 顿 之 中 ，吴 敏 芳 的 一 句 话 点 醒 了 金

岳品。

接下来的半年，金岳品几乎天天跟

在专家后面转。“在县里支持下，我们和

专家一起研究青田田鱼标准制定和良

种选育，推动稻鱼共生田鱼标准生产。”

学成归来，他也成了半个专家，鱼苗成

活率一年比一年高。

“现在，县里已与上海海洋大学、浙

江大学等院校开展科研合作，并与中科

院李文华院士等专家团队合作，成立了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院士专家工作站，加

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监测、科普教

育、交流培训。”吴敏芳介绍。

2010 年，金岳品和几位农户一起成

立 了 方 源 田 鱼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建 起

2000 平方米的田鱼育苗基地和 40 多亩

的稻田养鱼基地。“政府部门给予的生

态补贴、人工田坎收割及耕地复垦等各

项补助，每亩最高可达 2800 元，也为处

于爬坡过坎阶段的合作社拾柴添薪。”

金岳品说。

如何才能科学地保护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在周和平看来，“要通过政

府 扶 持 、企 业 推 动 、科 研 支 撑 、农 民 参

与，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多

方参与机制”。

10 多年前，青田县委托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的《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保护规划（2006—2015 年）》

就已开始执行。规划以方山乡龙现村

为核心区，辐射带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的保护与发展。

“总结前 10 年的经验与问题，我们

又编制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护与发

展规划（2016—2025 年）》。”周和平说，

规划明确了保护与发展的“四不能”“三

基础”原则，即：遗产地稻鱼共生模式不

能变，面积不能再减少，传统品种资源

不能再减少，稻鱼知识、技术与文化不

能丢；遗产地产业发展要以稻鱼生产为

基础，村落建筑要以中式风格为基础，

经营管理要以本地农民为基础。

挺过了开头的难关，金岳品的事业越

做越大。他注册了“方源田鱼干”“二都方

山生态米”等商标，以“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发展稻田养鱼，不仅带动了周

边 80 多户本地农民，他的不少华侨朋友

也纷纷加盟试验稻田养鱼。2011 年，跟

着金岳品一起打拼的农民初尝甜头，凭

借稻田养鱼，人均年增收超 1.5万元。

“如今，播撒田鱼原种，每户可享受

5000 元种质资源保护补贴；种植四色传

统水稻，每亩补贴 2000 元，施用有机肥

每吨补贴 200 元。像我们合作社的稻鱼

品牌这样获绿色食品认证的，还可额外

获得奖励。”金岳品说。

发力的不只是金岳品领办的合作

社。青田县成立了侨乡农业发展有限

公 司 ，专 门 负 责“青 田 稻 鱼 米 ”品 牌 营

销 。 目 前 ，青 田 稻 鱼 米 已 销 售 到 全 国

440 多个城市。

青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丁传恭

介绍，得益于龙头企业带动，以及青田

县对稻鱼共生产业品牌建设与补助力

度的不断加码，青田稻鱼产业附加值稳

步提升，稻鱼田抛荒现象得到遏制。在

核心保护区方山乡，截至 2020 年 10 月，

稻鱼田面积达到 4610 亩，复垦面积达到

243 亩。

离开金岳品的种植基地，已是日暮

时分。漫步龙现村，不时可见鹅卵石搭

建 的 石 头 房 、干 打 垒 分 层 夯 实 的 夯 土

房 。“新 建 的 稻 鱼 共 生 文 化 博 物 馆 ，米

坊、田鱼干烘制坊等，也是就地取材，沿

袭传统建筑工艺与风格。”方山乡党委

书记周江峰介绍。

前 路
探索把农业文化遗产品

牌价值转化为产业经济价值
的有效路径

古老的打稻桶漂荡在田间，红黑斑

驳的田鱼自如穿梭。村民们双手紧握，

将 一 把 稻 子 高 高 扬 起 ，再 用 力 甩 向 稻

桶，伴随着沉闷的“咚咚”声，谷粒滚落

桶内。

寒露时节，青田县仁庄镇小令溪畔

的稻田里，村民们重复着这个流传千年

的动作，收获当季第一茬稻谷。

“我这里迎来了双丰收，亩均产鱼

200 多斤、产稻千斤，产值突破 2 万元。”

青田愚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

洪摊开晒得黝黑的双手，向记者算起了

账，“150亩地，只聘用了 3名长期员工。”

毕业于丽水学院（原丽水师范专科

学校）物理系的徐冠洪，在青田华侨中学

当过 10 年教师，在法国餐厅煎过牛排。

几经辗转，他于 2011 年回到老家仁庄

镇，办起愚公农场，专攻稻鱼共生有机

循环农业。

“办农场，当时就两个想法，一是能

不能不洒农药、不施化肥，实现有机稻

谷丰收；二是能不能在稻鱼共生传统技

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升效益。”徐

冠洪说。

既不用农药化肥，又想压缩人工费

用，更要从田里刨出金来，无怪乎村里的

“老把式”在背后议论：“他就是异想天开。”

吴敏芳也不止一次地劝徐冠洪：只

要在标准允许的范围内适度播撒农药

化肥，并没有太大影响。徐冠洪就是不

松口：“只要背起喷雾器，不管剂量，之

前的话就算放了空炮。”

然而，2020 年七八月间的一场卷叶

螟病虫害，差点让“一根筋”的徐冠洪撞

了南墙。

田鱼吃不到附着于稻叶的卷叶螟，

不能发挥除害作用。屋漏偏逢连夜雨，

白叶枯病来袭。两相叠加，愚公农场的

水稻日渐枯黄。

“这样下去，就无法实现初衷了。”

徐冠洪在微信工作群里慨叹。

纠结数日，天天守在田间地头的徐

冠洪还是下不了施用农药的决心。哪

知几天过去，意外发生了：连日阵风，病

虫害大为减少，情况甚至比一渠之隔、

打了农药的邻家稻田还要好。

消息传开，丽水市、青田县农技专

家们纷纷前来查探。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事后复盘，

吴敏芳一番梳理：和谐的稻鱼共生系统

本就是一个群落健全的生物圈，除了田

鱼、水稻，包括青蛙、蜘蛛、蜥蜴、蜜蜂在

内的小生物能够和谐共生，起到防治病

虫害的作用。农场严格依照时令栽植

水稻，施用有机肥，秸秆更为粗壮，抗病

力强。同时，田鱼喜食水稻的浅层根，

促使水稻根系向下生长，提高了水稻的

抗倒伏能力，阵风袭来，害虫吹落，遂为

田鱼分食。

打一开始，徐冠洪就琢磨着把小小

田鱼作为免费劳力，为己所用，降低成

本。田鱼性喜拱泥，几年不懈试验，农场

稻田都成了“烂糊泥”，基本达到了免耕

条件。“田里的鱼群，规模适度，始终保持

半饥饿状态，勤于吞食杂草与害虫。”

节流之外，还需开源。2018 年，徐冠

洪开始试验“冬鱼”模式。每年 10 月的

稻鱼收获之后，将田暴晒一个月，再灌水

投入正宗田鱼鱼苗。稻桩渐渐化为春

泥，育出蚯蚓，正为田鱼所好。待来年芒

种 时 节 插 秧 前 ，又 可 收 获 一 批“ 老 鱼

头”。“青田人把一季养殖后越冬的田鱼

称 作‘ 老 鱼 头 ’，我 这 里 每 亩 每 年 可 产

300 斤、增收 1.8 万元。”

徐冠洪既爱观察，也爱尝试。看着

稻田里泛滥的福寿螺，他就划出一片实

验田套养了一批甲鱼，把福寿螺作为甲

鱼的天然饵料。

“稻鱼和甲鱼共生，每亩每年可产

30 只 2 斤重的甲鱼，市场价 200 元一斤，

此 项 又 可 增 收 1.2 万 元 。”几 年 实 践 下

来，徐冠洪让“老把式”们心服口服。

“要让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农

民增收来源，青田将进一步探索把农业

文化遗产品牌价值转化为产业经济价

值的有效路径：一方面鼓励发展愚公农

场这样的新型经营主体，让域内农民受

益；另一方面做强农文旅融合产业，让

‘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碰撞出农业

遗产保护新的火花。”周和平说，“目前，

我们正以方山乡中心学校为试点，编制

农耕文化课程，进而在全县推广，让孩

子们从小接触稻鱼共生系统，了解鱼灯

舞文化习俗。”

时值大雪节气，龙现村格外热闹。

在郭秉强老人的悉心指点下，中断多年

的青田鱼灯舞队伍又拉了起来。金岳

品手操黑色的长柄鱼灯，在口含龙珠的

大 红 头 鱼 带 领 下 ，于 鼓 镲 声 中 拉 开 架

势，走起了自古传承的鱼灯阵图。

竞相围观的游客们和乡邻中，忽然

出 现 一 个 熟 悉 的 身 影 ，前 些 日 子 告 知

准备返乡加盟田鱼合作社的四哥金岳

新 到 了 ，正 笑 微 微 地 看 着 自 己 。 金 岳

品心头一喜，脚下的鱼灯舞步，分外轻

快起来。

图①：春耕时节的浙江青田县小舟

山乡稻鱼梯田。 孙新尖摄

图②：青田县龙现村田鱼自在游弋。

图③：龙现村农民收获田鱼。

汤洪文摄

图④：秋收时节的小舟山乡稻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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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独特农业生产系统，稻鱼共生面积近5年增加 8400亩

青田擦亮“稻鱼共生”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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