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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独特的地理和气各地独特的地理和气
候条件候条件，，造就了不同的农造就了不同的农
业文化业文化，，也留下了丰富的也留下了丰富的
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保护、、传传
承承、、利用好这些各具特色利用好这些各具特色
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利不仅利
泽当地百姓泽当地百姓，，也有助于推也有助于推
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图图①①：：孟加拉国农民正在“漂浮菜园”劳作。

影像中国

图图②②：：400 多年前，当地居民在大崎地区修建

了用于农业灌溉的人工河流内川。它是该地区传

统水资源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崎地区世界农业遗产推进协议会供图

图图③③：：每年 4 月至 10 月旱季来临的时候，生活

在埃斯皮尼亚苏山脉南端的农户就会爬上山脉采

摘“永生花”。

联合国粮农组织供图

图图④④：：西班牙塞尼亚地区农民正在采集当地西班牙塞尼亚地区农民正在采集当地

一棵千年橄榄树的果实一棵千年橄榄树的果实。。

塞尼亚地区联合会网站塞尼亚地区联合会网站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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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北部的宫城县有一片富饶的稻米

产区。江合川、鸣濑川等河流从这里穿行而

过，大片沼泽地和湿地为种植水稻提供了基

础条件，但洪涝、干旱、冻害等自然灾害也经

常光顾这里。数百年前，当地农民用智慧和

汗水把这里变成适合稻作生产的地区。这里

就是“大崎耕土”地区。2017 年，大崎耕土的

传统水资源管理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大崎耕土涵盖大崎市、涌谷町、美里町、

加美町、色麻町等 1 市 4 町。为了克服自然灾

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将荒田变良田，数代在此

耕作的农民们想出了许多改进方法：在河流

两侧，他们修建了水库、蓄水池、引水渠、排水

沟等约 1300 处灌溉排水设施，还形成了一套

由农民主导的用水管理协调机制。干旱季

节，上下游之间按照协议轮流用水，以促进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

“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需求量巨大。”鸣濑

川沿岸土地改良区董事桝形恭一介绍，为了

解决在水田改造期间及夏季枯水期的缺水隐

患，当地通过各种方法把排水沟与蓄水池连

接起来，对水资源进行反复利用。

得益于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管理机制的

不断改进，大崎地区的农业生产有效克服了

恶 劣 气 候 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和产量不断提升。该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达

到 1.8 万 公 顷 ，占 宫 城 县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的

28%。“笹锦”“一见钟情”等多个日本著名大

米品牌都诞生于此。

大崎耕土不仅是稻米之乡，也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当地农民积极减少农药

和化肥使用量，种植有机水稻，同时利用水田

中的青蛙、蜘蛛、蜻蜓等来消灭害虫。由于生

态良好，每年冬天，都会有西伯利亚飞来的天

鹅、白额雁等候鸟在这里越冬。

除了稻米种植外，该地区还发展了林业、

木炭制造、蚕种繁殖、马匹育种和木制工艺品

生产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大力推广农牧业综

合养殖模式，动物粪便被制成肥料返回农田，

有效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通过不懈努力，该地区成为日本为数不

多的稻米之乡，农业也成为大崎市的基础产

业。蕴含着丰厚历史和先人智慧的传统农耕

文化被一代代农民传承至今，“我们希望把这

一传统介绍给更多人，传递到下一代。”大崎

市世界农业遗产推进课课长高桥直树表示，

要保护好这一农业遗产，需要消费者和农民

充分理解其独特价值，并相互支持。

为了推动对大崎耕土的保护与发展，由

地方政府、农业团体、农业用水管理团体及农

业保护团体等组成的大崎地区世界农业遗产

推进协议会应运而生。协议会经常组织城市

居民前往农村体验农业生产和文化，近距离

了解稻田生态系统，并通过设置宣传板、在网

络 上 播 放 相 关 视 频 等 方 式 ，培 养 潜 在 消 费

者。此外，该会还推出大崎耕土品牌认定制

度，对于以少农药少化肥方法栽种的“绿色”

大米，以及用传统方法制造的“岩出山冻豆

腐”等产品进行认定，促进当地产业振兴。据

统计，大崎耕土已有 1000 名农民成为宫城县

认定的生态农民，占该县生态农民认定人数

的 1/3。

（本报东京电）

日本

水资源科学利用助力可持续稻作生产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菜地”漂浮在水面，丝瓜、

苦瓜、菠菜、茄子、秋葵、生姜等作物栽种其中。收

获季节，撑上一尾小船，在阡陌交纵的水道里穿梭，

伴着水面上惊鸿一瞥的飞鸟，将“菜地”里的作物一

一收起——这是很多孟加拉国农民雨季时进行农

业活动的方式。这些“菜地”被当地人称为“漂浮菜

园”，已有数百年历史。2015 年，这一农业实践被

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为冲积平原，地势低

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有的地区甚至一年中有

长达 8 个月的时间都被洪水侵扰。400 多年前，

孟加拉国农民开始尝试用“漂浮菜园”的方式，因

势利导破解农作物种植难的问题。

水上如何种菜？“简单地说，就是农民将各种

作物种植在漂浮于水面的有机植床之上。”孟加

拉国巴拉克大学教授乔杜里解释，当洪水到来

时，有机植床随水位一起升高而不会被淹没，其

上种植的作物因而得以保存生长。

据乔杜里介绍，每逢雨季，农民们就把水葫

芦、稻秆等杂物收集起来，置于水中，使其与浮萍

等混合形成有机植床。之后，农民会将它们整理

成方形或长形的条块，并用竹竿或废旧汽车轮胎

加以固定，防止被流水冲走。这种有机植床小的

约 6 米长，大的可以达到 50 多米长，宽度因地制

宜，只要便于小船往来收割即可。

在完成有机植床的准备工作后，农民们会在

杂草、牛粪、淤泥等组成的“培养皿”上播撒种

子。大约一周时间后，幼苗就能长至约 15 厘米，

这时幼苗就可以移植到有机植床上，“漂浮菜园”

的栽种工作就此告一段落。类似红菜之类的蔬

菜栽种相对简单，可以直接在有机植床上播种。

数月之后，农民们摇橹而至，开始采摘。“漂浮菜

园”的蔬菜瓜果足够一家人日常所需。剩余的还

可以拿到菜市场出售，贴补家用。雨季过去，水

位下降，土地露出。农民们就会把“漂浮菜园”打

碎，混入土壤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并开始在地面

上种植萝卜、卷心菜等冬季作物。

“漂浮菜园”广泛分布于孟加拉国中南部地

区，也常见于其他水泽丰沛、地势低洼地区和洪

水长期不退的地区。据乔杜里介绍，这种传统栽

培技术可以有效利用湿地本身的自然资源，在气

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能够实现全年种植蔬

菜和其他作物，为当地人带来社会、经济、农业和

生态等诸多效益。

成本低廉、绿色环保是这一农业种植方式得

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原因。“一个‘漂浮菜园’的平

均成本约 8000 塔卡（约合 611 元人民币）。大多

数有机植床不需再施用任何肥料，农作物可直接

从植床的有机物和水中吸收氮、磷、钾等养分。

一般不需要除草，病虫害也很少见，维护成本比

较低。”乔杜里认为，更重要的是，这种种植方式

非常环保，基本不会产生破坏环境的废弃物或其

他副产品。

2013年，孟加拉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总额约 160
万美元的“漂浮菜园”推广项目，在全国 50 个地方

展开试点，覆盖约 1.2万户家庭，收到了较好效果。

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价说，“漂浮菜园”单产稳定可

靠，为孟加拉国南部湿地的 60%至 90%人口提供了

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较好的粮食保障。

（本报新德里电）

孟加拉国

“漂浮菜园”破解农作物种植难题
本报驻印度记者 胡博峰

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附近，有一片名为

塞尼亚的区域，这一占地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

涵盖了瓦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 3 个自治

区的 27 个市镇，居住着超过 11 万居民。塞尼亚

地区是西班牙重要的橄榄油产区之一，橄榄油年

均产量在 1200 万升左右。目前，塞尼亚生长着

近 5000 株超过千年历史的橄榄树，是西班牙乃

至全球规模最大的古橄榄树聚集区。

据马德里理工大学考证，塞尼亚地区最古老

的橄榄树距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是全世界

现存最古老的橄榄树之一。作为地中海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橄榄树不仅是当地独特而富有代

表性的自然景观，也是当地历史和文化的标志和

体现。经过千年传承，榨取并使用橄榄油的传统

延续至今。随着社会的变迁，由于一些古橄榄树

品种出油率低，许多古橄榄树田一度被废弃，当

地的生态多样性和橄榄树文化的延续陷入危机。

如何使古老的橄榄树焕发新生？寻求遗产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成为当地面临的巨大

挑战。2007 年，旨在保护和利用好古橄榄树资

源的塞尼亚地区联合会成立，该地区各市镇政府

部门及当地餐厅、企业和古树所在土地的私人所

有者等都加入其中。

联合会的目标之一是恢复并重振橄榄油的

生产，同时提升其产量和质量。联合会鼓励企业

投资新建炼油作坊，聘请专家对生产过程进行把

关以保证质量。在西班牙政府及欧洲农村发展

农业基金的支持下，联合会于 2009 年开始对当

地古树进行官方登记，所有超过千年历史、胸径

超过 3.5 米的橄榄树的外观和特征等信息均被记

录 在 册 ，并 得 到 特 别 保

护。用这些橄榄树

制 作 的 橄 榄 油

获得联合会

的特别认证，以此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10 多年来，当地新建了 10 余家炼油作坊，发

展出 10 多个橄榄油品牌。经认证的由千年橄榄

树所生产的橄榄油年产量也从 300 升增至约 1 万

升，不仅带动了当地橄榄油的销售，也显著改善

了当地民众的经济和生活状况。

联合会创立了基于千年橄榄树的生态旅游

项目。古橄榄树分布最为密集的两个地区被开

辟为橄榄树“露天博物馆”，每棵古树旁都设置

了信息介绍牌，对其历史和特征等进行介绍。

联合会还在该地区设计了 18 公里至 28 公里不

等的 3 条橄榄田游览线路，游客可以骑车或步

行游览。在由农舍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内，游客

还能了解到当地以橄榄油生产为代表的农业文

明发展历程，在炼油作坊观看橄榄油的制作过

程，并现场品尝或购买当地的橄榄油制品。如

今，塞尼亚已经成为热门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每

年吸引大量游客。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塞尼亚的古橄榄树不仅

得到更好的保护，其历史和文化价值也得到了彰

显与传承。历经岁月的洗礼，这些橄榄树继续滋

润和造福着这片土地。与其相关的众多就业岗

位不断产生，减缓了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流失

现象，推进了当地可持续发展。2018 年，塞尼

亚地区古橄榄树农业系统被列入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本报马德里电）

西班牙

成立联合会推动古橄榄树开发保护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姜 波

去年 3 月，巴西埃斯皮尼亚苏山脉南端

的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录，成为巴西首个、全球第五十九个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

每年 4 月至 10 月旱季来临的时候，生活

在埃斯皮尼亚苏山脉南端的农户就会上山采

摘“永生花”。“永生花”是指经过晒干处理后

能长期保持原貌的花朵。埃斯皮尼亚苏山脉

南北走向，绵延 1000 多公里，南端插入巴西

米纳斯吉拉斯州，生态多样性极为丰富，巴西

80%的“永生花”品种发现于此。当地人因地

制宜，在海拔 600 米至 1400 米的山区高地，发

展出集鲜花采摘、畜牧和种植于一体的农业

体系。

在当地民众的巧手打理下，埃斯皮尼亚

苏山脉南端这片隆起的山地，犹如一个立体

的复合生态种植基地——茂盛的草地覆盖

着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区域，人们在那里收

集“永生花”及放养牛群；海拔 700 米至 1000
米为稀树草原，有可供采集的水果、草药和

鲜 花 等 ；村 庄 则 坐 落 在 海 拔 约 600 米 的 山

麓，气候湿润，人们在房屋后院开辟小片菜

地，种瓜果蔬菜，也会开垦较大面积的农田，

耕种木薯、玉米和水稻等，同时饲养一些家

禽。种植和畜牧满足了当地家庭绝大部分

的粮食需求，“永生花”和干果、叶子等装饰

性 植 物 的 采 集 ，则 成 为 最 重 要 的 家 庭 收 入

来源。

该 农 业 体 系 包 含 6 个 传 统 村 落 ，约 有

1500 名居民。他们在这片约 10 万公顷的土

地上世代居住，守护着约 480 种植物。“由于

农户熟悉当地的生态系统和植物，他们采取

的每种农业活动适应特定的土壤、地理和气

候条件，有助于保护该地区的作物品种、植被

和景观。”粮农组织官员如是评价。

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采摘时，人们

会有意识地“留而不采”，以保证物种生存延

续；种植时，会在不同地区间进行种子交换，

延续和丰富生物多样性；而采摘和放牧带来

的迁徙也促进了物种的自然流动。采花人玛

丽亚说：“我们在山顶的生活很注重遵循自然

规律。”

“永生花”采摘不仅是当地人谋生的手

段，也是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采摘时节，

全家人往往一起上山，不同村落的居民也在

此时相聚，举行会议及婚礼等活动，人们相信

大山会带来好运。62 岁的约维塔从小跟着

父母上山采花，后来又把父辈的经验传给自

己的孩子。如今，孩子们和她一起劳作。“我

的 父 亲 种 植 玉 米 、豆 子 、木 薯 ，采 摘‘ 永 生

花’。我们现在做着同样的事，希望我们的传

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约维塔说。

获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让当地民众

十分自豪，也为维持和发展这一传统农业体

系带来更多机遇。当地的“永生花”目前大部

分以干花形式出售，小部分做成手工艺品或

配饰，产品附加值尚未得到充分开发。“我们

希望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生产加工水平。”玛

丽亚说。当地社区组织已与政府部门、研究

所、大学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等机构合作，制

定农业系统动态保护计划，希望通过出台相

关法律和公共政策等，推动研发创新，保护当

地景观、文化和生态完整性，并为“永生花”制

品开拓新的市场。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巴西

“留而不采”保证物种生存延续
本报驻巴西记者 朱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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