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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成荫，干净整
洁……走进宁夏银川市
宁朔北路社区所辖的西
夏小区，“侨+大院”的
标志格外醒目。你很难
想象到，这是一个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老旧
小区”。

西夏小区是银川市
归侨侨眷较为集中的社
区 之 一 。 如 何 凝 聚 侨
心，为侨服务，提升侨
胞侨眷的幸福感和归属
感，成为社区的一项重
要工作。

据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静茹介绍，在多年的
为侨服务工作中，社区
总 结 出 了 “ 一 册 、 一
访、一调研、一活动、
一结队”的“五个一”
侨务工作法。社区通过
登记造册，充分了解侨
胞侨眷的基本情况和个
人需求，同时每半年对
社区归侨侨眷重点户走
访一次，并动员他们为
当地发展建言献策。此
外，社区工作人员还与
本社区的重点侨户“结
对”，定期深入社区归侨
侨眷家中，开展调研帮
扶工作。

文化传承也是凝聚
侨心的重要方式。西夏
小区积极组织侨胞，开
展书法、绘画、刺绣等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题的侨界交流活
动。每逢端午、中秋等
传统佳节，社区工作人
员都会组织归侨侨眷、
归国留学生等一同包粽
子 、 吃 月 饼 ， 其 乐 融
融。据了解，西夏小区已举办“龙脉相连·携手追梦”

“月圆中秋·情系侨胞”等爱国、爱家、爱社区的文艺
活动上百场，侨界交流频率持续提升，侨胞侨眷归属
感更强了。

围绕宁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银川市委统战部、银川市侨联于近两年着力打造宁朔
北路社区“侨+大院”建设项目。该项目依托社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以党建带侨建为主线，以西夏区老工
业区“三线”建设为历史背景，通过深挖归侨侨眷参
与宁夏三线建设的文化内涵，打造“侨文化一条街”

“大院风情”“侨吧”等服务场所，集中展示西夏区工
业发展史、三线建设精神、侨胞参与宁夏建设事迹
等，将为侨服务与和谐社区建设相结合，将侨界群众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据了解，西夏社区的归侨侨胞多是跟随国家建设
三线的步伐来到宁夏。在已建成的“三线”记忆馆，
一张张旧照片、一个个老物件勾起归侨侨眷的回忆，
使其找到家的感觉。

王静茹介绍，“侨+大院”项目建设从标志设计到大
院场景营造，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本，一方面整合侨
资源，一方面挖掘共同的文化根源，以共同的文化凝聚
广大侨胞的爱国之情。“未来，我们还将打造灯光球场、
侨文化一条街、侨吧、侨园等设施项目，给社区侨胞及居
民温馨快乐的感觉。”王静茹表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覆盖西夏区文昌路街道周边8个社区、近万名社区居民
的重要文化活动场所，并成为银川市一处凝聚侨心、汇
聚侨力、发挥侨智的为侨服务打卡点。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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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串起“美丽经济”
近年来，浙江省德清县积极推进淡水珍

珠养殖转型升级，通过珠蚌繁育、人工植珠、
鱼蚌混养等养殖技术，完善现代化特色良种
繁育体系，逐渐发展为集珍珠养殖、加工、销
售、科研、文旅为一体的珍珠产业链。

上图：德清县阜溪街道一个淡水珍珠养
殖基地（无人机照片）。

左图：养殖户在采收珍珠蚌。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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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示范基地。 章勇涛摄（人民视觉）

流水潺潺，绿意盎然，水田里种稻，稻田
里养鱼。1300多年前，农业主导着社会经济发
展，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天然“劣
势”，地处浙江西南山区的青田人创造出“稻
鱼共生系统”。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2005年 6月，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中国首个世界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

7月18日至19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大会在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召开。多年来，
青田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使之
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成为侨乡一张
本土文化名片。

让农耕文化“活起来”

侨乡青田叩开共富之门
邵燕飞 张雨滴

以工匠之心深耕“农遗”沃土

盛夏时节，行走于青田乡村，处处
可见田鱼戏水、白鹭低飞。青田县方山
乡上庄村村民林国平，正在稻丛里弯腰
忙碌。林国平所在的村，有着“中国田
鱼村”的称号。“有水则有鱼，田鱼当
家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
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区域。

林国平的祖辈都靠经营稻田养鱼为
生，掌握着一套古法孵化青田田鱼苗的
秘方。

清光绪 《青田县志》 曾记载：田
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
圩池中养之。

林国平家的稻田养鱼技术代代相
传，通过这种技术孵化出来的田鱼肉质
鲜嫩，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喜爱。

“我们传承的精华就是用好这一套
系统，改变的是越来越科学的养殖技
术，而种养环境、整套系统都是保留最
原生态的。”林国平说。

林国平介绍，稻鱼共生系统也就是
常说的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
业生产方式。在这一系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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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
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

生物多样性。
经过千年累积沉淀，青田形成了以

“田面种稻、水体养鱼、鱼粪肥田，稻鱼共
生、鱼粮共存”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系统，
稻鱼成为这里的主导产业之一。

中共青田县委书记林霞表示，青田
抓住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契机，建立“农
遗保”稻鱼共生全产业链数字监管系
统，植入“一杆农业眼”等监测设备，
实现稻鱼共生环境精准智控，让千年农
遗绽放新生活力。

以发展之责深挖“农遗”价值

与林国平一样，通过多年精心耕耘
稻鱼共生系统，方山乡种粮大户伍丽珍
也成为其中一名受益者。

2005年，伍丽珍作为方山乡种田大
户代表，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研讨会
上发言，讲起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老
手艺”——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在青田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这几
年伍丽珍还在村里开了首家渔家乐，外
带销售田鱼干、农家酒等土特产品，生意
兴隆。

几年下来，伍丽珍和她的丈夫杨康
才一边打理着稻鱼，一边经营着渔家
乐，在村里盖起了5层楼房，换上了小
汽车，还在县城全款购置了一套公寓。

多年来，像林国平和伍丽珍这样留

守家乡的青田人将“稻鱼共生”的智慧代
代相传，也让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得以传
承，成了侨乡青田的一张本土文化名片。

“2015—2020年，我们成功实现了从
以田鱼为重点到鱼米并重的转变，通过青
田田鱼和青田稻鱼米的品牌打造，实现了

‘亩产百斤鱼、千斤稻、万元钱’的目标，促
进了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综合协调专
班负责人表示，多年实践证明，青田稻鱼
共生系统的探索是成功的，很好地证明了
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价值，诠释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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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解读。

截至目前，青田已建成稻田养鱼产
业面积8万亩，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3.5
万亩，有效带动10万农民就业致富。

以振兴之志深植“农遗”自信

“我们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是保护
过去落后的东西，而是挖掘有价值的东
西，未来过得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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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闵
庆文说。

对青田而言，稻田养鱼不仅养育了一
方百姓，也孕育挖掘出灿烂的田鱼文化。

青田田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派生出一
种独特的民间舞蹈——青田鱼灯舞。

作为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青田鱼灯舞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每
逢喜庆节令，村民们都要进行鱼灯舞表
演。如今，鱼灯舞已广泛传播至海外青
田籍华侨华人社区，具有极高的艺术和
历史文化价值。

讲好农遗中国故事，青田建立了全
球首个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并打造主
题公园，每年举办“稻鱼之恋”文化节。

手握全球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名
片”，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

林霞表示，青田不仅发起成立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联盟，编
制两轮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发展十年规
划，出台稻鱼共生保护办法，还传承古法
育苗技艺，建立田鱼种质资源保护点。

同时，青田抢抓“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开展农产品出口贸易国检改革试
点，依托2万多家海外中餐馆，把稻鱼
米、田鱼干端上海外餐桌，用舌尖上的
美味传播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向世界展
示中国文化自信。

接下来，青田县将以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大会为契机，通过探索农业、
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稻鱼共生”
的金字招牌，全方位展示青田作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独特优势。

（来源：中新网）

“近十年来，中国变化很大。这不仅让远在
海外的我们感到更加自信，也让我们获得越来越
多尊重。”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刘代铨说。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无论在外多久，家乡是
一份永远的惦念。近日，多名旅居德国数十载的
侨胞谈及故土之情，都为中国近十年的发展变化
感到欣喜，亦期待中国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

自 1993 年出国，刘代铨已在德国生活近 30
年。从谋生到创业，再到活跃于社团活动，刘代
铨事业越做越大，闲暇越来越少，对中国的关注
却不曾有变。

2019年，刘代铨曾受邀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观礼。在阅兵现场看到“国
之重器”，刘代铨心潮澎湃。

“近些年来，中国在航天方面取得的成就同
样令人印象深刻。”刘代铨说，载人航天、“嫦
娥”探月、北斗导航等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引来
外国人的关注和询问，“这让我们感到欣喜”。

在海外经商多年，刘代铨不忘反哺家乡，在
国内多地都有投资。他表示，投资机会的获得离
不开中国的发展。他期待中德间经贸往来再多一
些，合作领域再广一点。

浙江青田籍侨胞吴志芬在德国生活20余年，
最初从事进出口贸易，几年前创办了华文媒体。
疫情前，吴志芬每年都会回中国，家乡细微之处
的变化总能引起她的注意。

“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县城和乡村，居民生
活环境大为改观。”吴志芬举例称，县城街道干

净整洁，秩序井然；乡村交通发展迅速，公路都
修到了家门口；民众文化活动丰富了，各种惠民
政策更是增加了街坊邻居的获得感。

“虽然远居海外，但我深切感受到，随着中
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们的地位、
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吴志芬坦言，身边的德国
朋友及其他外国朋友，都表示因认识来自中国的
朋友而感到高兴。

王文旅居德国30余年，做过展会、大型活动
策划，也曾协助中国项目在德国落地，如今从事
影视传媒工作。

一直致力于中德友好交流工作的王文介绍，
最近十年来，从商业到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国
产品及元素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各种展会上，中国商家总是占多数”。
王文坦言，自己初到德国时，德国人对中国

的认知还仅停留在“有长城”“是很远的地方”
等概念；如今，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美食，德国官方层面也开
始参与欢度中国春节。

“随着中德合作不断深入，我们在所从事的
行业也迎来更多机会和便利。”王文表示，德国
人越来越关心中国，谈论的关于中国的话题也更
加丰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很自豪地告诉大
家，我的故乡在中国”。

“中国近些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振奋。”王
文期待，未来中国能够带来更多发展惊喜。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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