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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寨—田—水”四元素同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欲进阿者科村，得先下车步行一段

老石板路。路旁随处可见翠绿的高大

树木，树下是一栋栋石墙茅顶的“蘑菇

房”，村里妇女纺织、孩童嬉戏……阿者

科村位于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地处哈

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是 5 个代表性

哈尼族村寨之一。

哗哗的溪流穿村过巷，奔向村边层

层而下的梯田，一路淙淙流入田园，然后

扎进山脚的江河。一旁的村民高烟苗

出题考记者：猜猜这股水是从哪来的？

水是从阿者科村后山上来的。沿

着溪流溯源而上，经草野进密林，攀爬 3
个多小时后，来到东观音山郁郁葱葱的

水源地。高烟苗说，当地有个说法，“山

有多高，水有多高”。

哈尼族谚语云：“有林才有水，有水

才有田，有田才有人”。哈尼人敬畏、爱

惜一草一木。“村里对滥砍滥伐水源林

零容忍。”高烟苗说。

“哈尼梯田完美地反映出一个精密

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配体系”，这是

世 界 遗 产 委 员 会 对 红 河 哈 尼 梯 田 的

评价。

说 哈 尼 梯 田“ 精 密 复 杂 ”并 不 为

过。拿水量分配来说，当地长期沿用木

刻分水法。

“自古以来，哈尼人修沟造渠，引高

山森林中的泉水灌溉梯田。水沟开挖

工程量大，需要农户联合一起挖，之后

按照出资或投工多少核定每个村寨、每

户人家的分水量。”红河学院哈尼梯田

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红榛教授

介绍，分水选用板栗树、黑果树等坚硬

木料，在上面刻出宽窄不一的凹槽，置

于水沟分叉处，分流着子水沟的水量，

投入多者水流大、灌溉足。

山上大片森林是丰富的资源库，山

间村寨是生息繁衍之所，村寨下的梯田

连绵不绝，水系贯穿其间，集自然与人文

景观于一身。“哈尼梯田‘森林—村寨—

梯田—水系’四元素同构的生态系统，

印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元阳县梯田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朱

文珍说。

红河州法定的梯田保护范围涉及

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四县，生活着哈

尼族、彝族、傣族、汉族等世居民族。广

袤梯田孕育出的四季生产调、哈尼族多

声部民歌、乐作舞等，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高烟苗家里出来，10 多分钟就走

到了他家梯田。

稻谷每年 10 月收割完毕，从 11 月

到来年 4 月，是放水养田期——梯田土

壤砂质成分高，一旦干涸容易崩塌；一

家的梯田损坏，会带来连锁反应。为了

保 护 梯 田 ，村 民 每 年 秋 收 后 都 要 修 葺

田埂。

在田埂上蹲下，高烟苗一一指给记

者看：这是小鱼、螺蛳，那是泥鳅、黄鳝

正钻进泥土，你再细数田边的草类，有

10 多种……

这方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红米稻

田，本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梯

田红米只是统称，其实有几十个品种，

不同的稻种栽一起才不容易得稻飞虱

等病害，梯田边留什么草防虫，老祖宗

也有规矩。”朱文珍说，“梯田彰显了传

统农业的智慧。”

面对活态保护课题

因地制宜实施综合治理

哈 尼 梯 田 农 耕 有 其 独 特 性 ：地 块

层 层 叠 叠 、大 小 不 一 ，难 以 机 械 化 耕

种，土地流转不便大规模推开；在遗产

区 ，种 植 品 种 和 农 药 化 肥 使 用 被 严 格

控制……

“保护和发展好这样庞大且活态的

遗产类型，我们面临诸多课题。”红河哈

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局副局长杨

沙斗说，哈尼梯田既是风景区，也是生

产区，还是生活区，是活态的遗产，每天

有几十万人活动其中。

梯 田 保 护 既 是 活 态 的 ，又 是 综 合

的，涉及农林水、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文化旅游、综合执法各方面。近年来，

红河州推动地方立法，成立以州长为主

任、州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四县县长为

成员的哈尼梯田保护管理委员会，因地

制宜实施综合治理。

在 元 阳 梯 田 老 虎 嘴 景 区 ，13 根 防

滑 桩 正 夯 进 泥 土 ，最 深 的 有 30 多 米 。

2018 年 6 月，老虎嘴梯田观景台右下方

发生山体滑坡，损毁梯田 170 多亩。当

年 10 月，当地开展“千名梯田儿女共守

千年梯田”治理行动，1000 多名当地村

民 志 愿 来 理 水 沟 、锄 杂 草 、搬 石 头 ，恢

复 梯 田 。 朱 文 珍 介 绍 ，文 物 部 门 预 计

投 入 1900 多 万 元 实 施 梯 田 地 质 灾 害

治理。

在红河县乐育镇桂东梯田，5 年前

改种甘蔗、木薯的 400 多亩梯田，如今

又恢复了稻作。针对哈尼梯田水田变

旱 田 或 改 种 其 他 经 济 作 物 等 问 题 ，有

关乡镇成立复耕工作组因户施策。对

无 劳 力 的 农 户 ，为 其 聘 请 农 耕 能 手 无

偿 修 复 ，或 流 转 给 种 田 大 户 种 植 、管

理 ；对 有 耕 种 劳 力 的 农 户 ，则 无 偿 挖

翻、平整、灌水恢复后由其自种。截至

目前，元阳县恢复了 515 亩，红河县恢

复了 580 亩。

水是梯田的灵魂。现有梯田沟渠

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85%以上

是 土 沟 渠 ，遇 到 滑 坡 塌 方 易 断 水 变 成

旱 地 。 另 外 ，因 资 源 型 缺 水 和 工 程 型

缺水并存，梯田的面积可能缩小。杨沙

斗说，财政投资 7000 余万元在遗产区建

设水利工程，惠及农田灌溉和 5 万多人

安全饮水。

朱 文 珍 告 诉 记 者 ，目 前 遗 产 区 共

有 200 多名传统“沟长”，过去都是农户

凑 谷 子 作 为 其 日 常 管 护 沟 渠 的 报 酬 ，

但因补偿过低，影响“沟长”积极性，政

府 正 筹 资 逐 步 把 他 们 纳 入 公 益 性

岗位。

森林是梯田的“天然水库”。近年

来，哈尼梯田遗产区植树造林 25 万多

亩，申遗后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7 个百分

点 ，达 到 70% 。 如 今 ，遗 产 区 有 120 多

名 护 林 员 ，日 夜 守 护 着 茂 密 的 森 林 。

同 时 ，建 沼 气 池 、改 节 柴 灶 ，推 广 太 阳

能 热 水 器 ，降 低 当 地 群 众 对 薪 柴 的

依赖。

为保护遗产区村寨传统风貌，近年

来红河州开展综合整治 84 次，拆除未批

先建、少批多建的建筑 200 多栋，还实施

了 15 个村庄的污水和垃圾污染处理项

目，投资 1000 万元建起 4 个垃圾热解项

目，哈尼梯田核心区垃圾净化百分之百

覆盖。

朱文珍说，对应哈尼梯田“森林—

村寨—梯田—水系”四元素同构，梯田

保护也是系统工程，申遗以来，各级政

府 在 保 护 上 累 计 投 入 的 资 金 不 下 15
亿元。

2015 年，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

对哈尼梯田保护作出评价：赞赏缔约国

为推进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

结构化措施，尤其是为提升当地农副产

品价值、推动传统实践所作出的努力。

守护农业文化遗产

激发村民耕作积极性

红河县宝华镇嘎他村村民郭武六

骑 上 摩 托 车 ，带 记 者 去 他 家 的 养 鸭 基

地。一到嘎他村，眼前豁然开朗：四面

青山围住的洼子里，小河弯弯流淌，片

片梯田映着蓝天白云，三五农人正在悠

然地放鸭子。

这片养鸭基地以红心鸭蛋出蛋率

高出名，入冬之后直到犁地插秧以前，

所产鸭蛋一半以上蛋黄呈红色，腌制成

的 咸 鸭 蛋 通 红 冒 油 ，供 不 应 求 。 传 统

上，嘎他村有“四好”：红米、鸭蛋、茶叶

和黄皮梨。如今最火的是鸭蛋，一枚能

卖 5 元。

嘎他村成立养鸭合作社后，郭武六

担任理事长。他说，之前村民不太会算

细账，也缺乏鸭蛋销售渠道。“鸭子养了

3 年后进入产蛋高峰期，再往后就走下

坡 路 ，而 村 民 养 鸭 常 常 一 养 就 是 七 八

年。”合作社指导社员科学养鸭并提供

资金支持，还为贫困户社员免费提供鸭

苗。嘎他村 820 多户村民，如今有 200
多户是养鸭合作社社员。

郭武六说，养鸭基地实施稻、鸭综

合 种 养 ，嘎 他 村 的 红 米 也 因 此 成 为 绿

色 食 品 ，订 购 价 每 公 斤 20 元 。 他 家

2015 年 建 了 养 鸭 基 地 ，2018 年 还 办 了

红 米 加 工 厂 ，每 年 卖 四 五 十 吨 红 米 。

“过去光种稻米，收益低，现在稻、鸭综

合种养每亩能收入六七千元。去年鸭

蛋产量偏少，我们合作社仍卖了 10 万

枚 ，收 入 50 万 元 左 右 。”郭 武 六 感 慨 ，

“ 保 护 梯 田 的 希 望 在 于 让 村 民 多 样 化

增收。”

高烟苗给记者算了笔账：梯田红米

生长期 200 多天，亩产 200 公斤已算不

错，而梯田管理的传统工序有 20 多道，

挖地修埂、“三犁三耙”，以一亩地 20 个

工算，种植稻谷其实亏本了。他说：“收

稻谷最辛苦，从谷底背着六七十斤的袋

子一步步爬上来，要用一两个小时。”高

烟苗成年后去外地的煤矿打工，宁愿背

煤也不背稻谷，因为矿上一个月能挣三

四千元。

在阿者科这个 480 多人的哈尼族村

寨，曾有 170 多人在外务工，近在个旧、

蒙自，远到昆明和东南沿海城市。

保护梯田，提高村民种田积极性是

关键。“群众是梯田保护的主体，这么大

规模的活态遗产，耕作就是保护。”朱文

珍说。

红河州把红米列为重点发展的农

产品之一，2019 年推广红米种植近 16 万

亩，亩产值由原来的不到 1500 元提高到

2600 多元。同时，红河州推广“稻、鱼、

鸭”综合种养模式近 20 万亩，亩产值近

6000 元，受益农户 5 万多户。

“ 梯 田 红 米 的 走 红 ，既 是 意 料 之

外，也在情理之中。”卖红米已经 10 年

的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

鸿文说，头 3 年是他经营困难时期，梯

田 红 米 知 名 度 打 不 开 ，还 被 消 费 者 抱

怨米不好吃。

“红米是老品种，营养丰富，但口感

糙 ，最 好 兑 着 点 白 米 煮 饭 。”沈 鸿 文 解

释。如今，生长期长、产量低、卖相不好

等特点，反而成就了“网红品质”，“订购

的人越来越多，老品种焕发了新活力。”

奥秘在于古法制作。记者在元阳

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碾坊里看到，流水

带动碾米机，公司员工普正明祖传的碾

米手艺派上了用场。他把 70 公斤谷子

倒入碾槽里，反反复复脱粒两个小时，

又摇动风车吹掉谷壳米糠，变成了 50 公

斤大米。

梯田米受到大城市客户追捧，供不

应求。公司和农户签约，以每公斤 6 元

保底价收购红米。如今，订单种植面积

达 3 万多亩，其中 1/3 的梯田装了摄像

头，消费者可以在手机上看梯田耕种直

播。沈鸿文认为，如果每公斤收购价再

提高一两元，农户种红米的积极性就会

“越过摇摆点”，而这一两元要靠深加工

提高附加值来实现。

目前，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加

工车间已封顶，今年春节将上市深加工

产 品 ：红 米 酒 、红 米 茶 、红 米 饼 干 ……

“梯田只有这么大，要擦亮‘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沈鸿文信

心满满。

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

让哈尼古歌唱出新韵

过去，从昆明开车去元阳、红河要

六七个小时，梯田旅游受限。如今，一

路串起红河、元阳的元蔓高速公路即将

通车，元阳民用机场建设正快步推进，

红河州南部旅游迎来新机遇。

地处红河县宝华镇的苏红古寨，位

于撒玛坝梯田上方，现在每天都有上百

人在这里施工。

2016 年，昆明一家公司与红河县签

署协议：以文旅融合激活苏红古寨。公

司现场负责人赵信松说：“高速公路和

机场即将连通起撒玛坝梯田，机遇来敲

门了。”

需要破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梯田

旅游该如何适度开发。比如，用水从何

而来？山地污水处理怎么解决？梯田

风貌如何保持？当地农民如何共享旅

游发展红利？

正在适度开发的苏红古寨，秉持的

是“植入融入”理念：所有建筑都落在原

有宅基地上，保留村寨原本的水系、道

路等，能修复的房屋不新建，新建的要

遵循当地建筑样式风格。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力促哈尼梯

田可持续发展永续利用。梯田旅游开

发首先要符合生态要求，这需要转变思

路 、创 新 机 制 。”红 河 州 委 书 记 姚 国

华说。

几 年 前 ，阿 者 科 哈 尼 族 传 统 建 筑

“蘑菇房”在逐渐减少，拆除后改建成了

钢筋水泥大房子。如今，“蘑菇房”又变

成了宝贝。

2018 年 6 月起，元阳县和中山大学

合作，推出“阿者科计划”，增强群众参

与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努力实现旅游

开发、群众受益和古寨保护共赢。团县

委副书记王然玄被派来和中山大学团

队一起，驻扎在阿者科，被村民称为“旅

游村长”。

培训村民上岗接待游客，配合修缮

传统民居，整改村内公厕环境，水碾房、

织 布 机 等 老 物 件 又 活 了 ……2018 年 9
月，负责阿者科项目运营的公司成立，高

烟苗任法人代表。接着，公司推出生态

徒步、织染布、野菜采摘、哈尼家宴、磨豆

腐、梯田捉鱼等 17 种体验活动，让游客

体验哈尼风情的山居生活。村里的老人

轮流教游客纺线、织布，半个小时可赚 30
元。一些村民还为接待外国游客而学起

了英语。

“公司收益按三七开，三成用于公

司运营，七成分给村民，激励他们耕种

好 梯 田 、保 护 好‘ 蘑 菇 房 ’。”高 烟 苗

介绍。

中山大学学生许扬来阿者科村 5 个

月了，她在公司负责团队接待、教村民

使用电脑等工作。“刚来时，一些村民不

善于与游客打交道，语言不通，有时还

需要小学生做翻译。如今，他们纷纷加

入到带游客抓鱼、染布、摘野菜中来。”

许扬说。

“村民变了，但村寨的风貌和味道

没变。”王然玄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在阿者科逐渐成为现实。

如今，高烟苗的“红稻农家”餐馆经

营得有声有色，还在“蘑菇房”里辟出 4
个房间准备开民宿。他已拿定主意不

再回煤矿干活。

“群众对梯田有感情，一有发展机

会，大家都愿意回来。”朱文珍说。

为保护好哈尼梯田，红河州一手抓

工 程 建 设 和 环 境 整 治 ，一 手 抓 发 展 规

划、文化传承等“软件”，着力挖掘整理、

传承展示哈尼古歌、农耕技术、节日庆

典、歌舞服饰、生态美食等。

得知自己又要去县上参加文艺排

练 ，元 阳 县 沙 拉 托 乡 经 营 民 族 服 装 的

李术优赶紧把家里的活忙完。她打小

就 爱 唱 哈 尼 歌 ，上 山 砍 柴 唱 ，打 猪 食

也唱。

李术优和闺蜜罗们妹在乡上成立

了一支业余文艺队，跳乐作舞，唱多声

部民歌。文艺队现有 6 人，有开歌厅的，

也有开餐馆的，都是兴趣相投的姐妹。

10 多年前，她们曾经拉起过一支 20 多

人的文艺队，后来，队员们陆续外出务

工，文艺队就散了。现在，6 个姐妹坚持

每天排练两个小时。“我们被请去北京、

杭州、成都表演，说明唱山歌也能见大

世面！”李术优鼓励大家。

眼 下 ，李 术 优 正 在 申 报 红 河 州 州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周四最

后 一 节 课 ，她 和 罗 们 妹 都 会 到 沙 拉 托

中 心 小 学 教 孩 子 们 唱 哈 尼 歌 、跳 哈

尼舞。

“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路径，我们兼顾经济与生态、开发与

保 护 ，让 哈 尼 古 歌 唱 出 新 韵 。”姚 国

华说。

秋收后入冬，梯田放水休养，哈尼

族群众也迎来传统佳节“十月年”。人

们 穿 上 盛 装 ，载 歌 载 舞 欢 庆 。 青 山 为

台，白云报幕，悠长的哈尼古歌飘荡在

无垠梯田上——

“冬天是春天的母亲，冬天老了，春

天就长大了……”

“春天飞来白鹇鸟，把红米种子撒

在梯田上，秧姑娘就出生了……”

图①：云南元阳县梯田稻鱼丰收。

龙 俊摄

图②：云南红河县梯田里的赶鸭人。

图③：元阳县梯田文化展演现场。

图④：哈尼梯田秋韵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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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河州多策并举力促哈尼梯田永续利用

千年古梯田 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徐元锋

冬日的哈尼梯田，一日不同景：早晨，
云雾飘渺；午后，蓝天倒影映入田间；傍晚，
夕阳为细密的田埂镀上金边。

在云南省东南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哀牢山余
脉上一锄一犁共创了一道农耕奇观——

哈尼梯田，总面积约百万亩。梯田大者面
积数亩，小者仅如簸箕，依山就势，层层叠
叠。梯田级数最多达 3700 多级，层层累积
2000 多米。

哈尼梯田是“森林—村寨—梯田—水
系”四元素同构的传统农耕体系。村寨上

方多是山，山上茂林成片；产自村寨的农家
肥，成为下方梯田栽培红米稻谷的养分；水
流从森林缓流而下，穿过村庄灌溉着梯田
——这，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
慧。2010 年，哈尼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 年，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哈尼梯田有何奥妙？灌溉用水从哪里
来，又如何合理分配？面对农耕转型，如何提
高群众种粮积极性，让古老的梯田永续利用
并焕发生机？记者攀上层层梯田，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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