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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垛田：

“双遗产”名片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兴化垛田：

“双遗产”名片
本报记者 尹晓宇

链 接

农业遗产和灌溉工程遗产，大大提升了“垛田”景观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在
兴化当地的农民画中，垛田是频繁出现的创作题材。 解善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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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田形成示意图垛田形成示意图

每块垛田四面环水，畦
面高于水面 1 米至 4 米，内
部田畦间以垛间沟相隔，一
般沟深20至30厘米，沟沟相
通，与河渠相连，方向因地
形而异，以便于排水为原
则，具有垛－渠－沟洫的独
特景观肌理。

把湖底淤垫而成的浅水草滩人工围

垦成农田，或是重新开垦被淹之田，开

挖排水沟降低水位，将取出的河泥翻到

沟与沟之间的田面上，再往上罱泥浇

浆，逐渐形成条状的高畦旱地。

垛田形成前。

由于不具备拦蓄
条件，又不受地面高
程的制约，当河网水
位超过 1.4 米时，多
余水量即向江海和下
游地区排泄，以致兴
化历史上对自然降水
的利用水平很低。

兴化市地处里下河腹部，
属淮河水系中的里下河腹部水
系。境内河道纵横，湖荡棋
布，无封闭疆界。

兴化地理环境示意图

由 于 垛 田 地 理
地貌的独特性，现代
化的耕作方式无法
全面推广，兴化保持
着原有的以舟代车
的劳作景象以及劚

（zhú）岸 、戽（hù）
水、罱（lǎn）泥、扒苲

（zhǎ）、搌（zhǎn）
水草等传统的耕作
方式。

图 为 当 地 农 民
在戽水浇灌。

（本版图片选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申报书——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

观·天下

“双遗产”也称“复合遗产”，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遗产概念和类型。我们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遗产地范围内，既有杰出的文化意义，也有不可替代
的自然价值，单独选其“文化”或“自然”，皆不足以完整体现其突出普遍价
值。于是，这类遗产以“双遗产”的面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于1987年申报成功首批世界遗产，其中“泰山”以符合7项突出
普遍价值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个“双遗产”。

伴随着世界遗产的全球性影响力不断增强，多种多样的新遗产类型竞
相发展起来。2000 年，“青城山-都江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06 年，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值得注意的
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于 2018年被列入一个新出现的行业遗产类型即“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时，原有的“双遗产”局面发生了变化。

2022年9月，兴化垛田也成为了“双遗产”，其被列入的“世界农业文化
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皆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分支。这些新兴遗产
类型进一步延续了世界遗产价值观，建立了与世界遗产平行的评估和发展
体系，更关注于某个行业或某个学科领域，内涵更集中，体量更“轻”，能
够更契合遗产地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被形象地称为“轻遗产”。

可以预见的是，我们未来会见到更多类型的“轻遗产”。“轻遗产+世界

遗产”“轻遗产+轻遗产”构成的“双遗产”复合现象会越来越常见。
遗产地普遍珍视“名片效应”，有意无意地将“轻遗产”与文化遗

产、自然遗产并列在一起，亮明自己“双遗产”身份，借此提高自身品牌影
响力。更多遗产类型的加持当然是利好，但同时也是“双刃剑”。一方
面，“轻遗产”深化了遗产内涵、扩大了社会参与；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新
挑战。在申报时，遗产地会把“轻遗产”的未来与当代发展背景密切关
联，提出鼓舞人心的发展愿景；同时，“轻遗产”的社会意义和后续活化
规划落实是遗产评估的重要指标。真正实现这些愿景、达到这些指标，需
要付出极大努力。

保持遗产的真实、完整，是确保遗产价值得以延续、始终“不走样”

的关键。在许多“轻遗产”所在的行业领域，遗产文化氛围、管理经验都
或多或少存在着需要补齐的“短板”。“保护”工作在世界遗产的后期管理
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对“轻遗产”则需更进一步，人们要具备平衡智慧
和创新精神，能在将遗产内容贡献于社会进步、为遗产地创造新的发展路
径的同时，仍守住遗产价值的底线。

10月26日，又一类新的遗产项目在西班牙诞生了。国际地质科学联合
会公布了全球第一批地质遗产地名录。中国 7处地质遗迹入选。其中“云
南石林喀斯特”“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都与世界自然遗产地
有叠加关系，“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湖泊”遗产地也正在
申请世界自然遗产。

“轻遗产”不断涌现，“双遗产”不
断增加，进一步开阔了公众的文化视
野，提升了遗产资源的利用水平。
中国是许多遗产新类型的倡导者和
实践者并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积累
的经验，推动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
迈向新阶段。

“双遗产”开始多样化
齐 欣

垛田形成后。

近日，位于江苏省泰州市的“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
系”入选 2022 年度 （第九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早在2014年，“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已经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双遗产”成为当
地发展的金字招牌。

兴化垛田有着悠久的历史

兴化是江苏泰州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江淮之间，里
下河腹地。这里地势低洼，湖荡沼泽连绵。

兴化垛田的形成演变可以溯及千年以上的历史。唐
代时修筑常丰堰以捍海，人们在沼泽和浅水地区以木
桩、木架塞入水草泥土作基础，再以河泥层层垒积成片
的岛状，形成“葑田”，亦称“架田”。这使得当地农业
得以发展起来。到了北宋天圣元年 （公元1023年），范仲
淹任兴化知县，在常丰堰基础上筑成“范公堤”，有效挡
住了海水侵灌，使里下河地区的农田得到进一步开发。
南宋黄河夺淮后引来了更多的泥沙，里下河一带尤其是
兴化境内的沼泽地大量露出水面，当地居民在早已形成
的垛岸基础上进一步积土垒垛，从而出现了成千上万块
四周环水的岛屿状田地，垛田灌排系统初步形成。到了
清代，随着人口增长，兴化垛田渐成规模。

农业丰收离不开完备的灌溉体系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灌溉工程技术之间存在着天然的
联系。兴化垛田也不例外。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和“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
系”，其覆盖范围皆涉及兴化当地的垛田街道、千垛镇、
沙沟镇、中堡镇、兴东镇、竹泓镇、林湖乡等地。两处
遗产地有很大程度是叠加重合的。兴化农业遗产以垛田
为中心，计算范围约 46.8 万亩，其中核心区垛田约 6 万
亩；兴化灌溉工程遗产则以灌溉面积作为计算范围，覆
盖范围约52.88平方千米。

“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中列入的历史遗存，包含
了垛田及田间灌排设施、主体灌排工程遗存、古河湖水
系；此外，还有古桥等相关建筑遗址，文献、传说等相
关水利文化内容。这些要素与兴化农业遗产内容存在重
叠，“垛田”同属两类遗产中的核心要素。兴化农业遗产
关注的是如何在沼泽地建立起了良田，关注垛田的堆垒
方式，垛田上生产出的龙香芋等特色农产品，关注传统
的搁种法以及罱泥、扒苲、搌水草、戽水等传统的耕作
方式，这些相互关联的内容构建起一整套农事系统。而
在灌溉遗产视角下，垛田只是灌排工程的一部分，与圩
口、水闸成为一个调蓄的水利体系。比如挖河道底泥堆
垒、罱泥、扒苲收集农家肥这些“农事”，在灌溉工程中
则视为河道清淤，戽水这种灌溉农作物的重要方式也位
于灌排工程中最末的一个环节。

为何申请了两项“遗产”？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和“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
系”，从不同的关注视角，发掘、展示了兴化垛田的历
史、 科技、文化内涵。

从遗产价值角度来看，农业遗产下的垛田作为古代
土地利用的活化石，是研究当地生态环境变迁和土地利
用方式转变的珍贵标本。而作为灌溉工程，兴化垛田则
是国内外唯一、里下河腹地独有、分布在兴化湖荡区的
高地旱田灌排工程体系，起到了支撑农业发展和调蓄水
资源的双重作用。农业遗产将当地农林渔的立体复合经
营模式、农作物种植多采用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
的种植制度和特色农产品等作为农耕技术体系与生计要
素，描绘出栖息地上的先民如何发挥智慧将沼泽地变成
了“菜篮子”和“果盘子”。灌溉工程遗产则以圩口、堤
坝、包括古河道和湖荡的古河湖水系以及古桥、古码头
遗址等水利设施，展现了延续至今的科技成就。

此外，作为“农业系统”和“工程体系”的组成部
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风貌、文化与民俗也都被纳入到
遗产关注的范围。除了饮食、节日、服饰文化外，“兴化
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涉及了兴化的高跷龙、刻纸与扎
裱、垛田歌会、垛田庙会等农耕文明的习俗；“兴化垛田
灌排工程体系”则聚焦当地水神崇拜、水工文化以及文
献、传说内容。

兴化“双遗产”，不仅激励了兴化保护和延续垛田的
积极性，更迅速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文化遗产成为生产力

每当春日来临，垛田油菜花连片开放，船儿摇曳其
间，尽显江南水乡气息。到了秋天，蟹肥菊黄，龙香芋
到了丰收的季节。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农人们利用垛
田产出丰富的物产；现在，兴化水乡不仅卖农品，也开
始“生产”遗产景观。

泰州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吴存发经历了兴化农业遗

产逐步发展的全过程。2009年4月，兴化举办了首届中国
“千岛菜花节”，那时大家还习惯性将垛田称为“垛子”。
那时的吴存发还在担任兴化市农业局局长。他介绍说，
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立足农业部油菜万亩高产创建示
范片区，尝试做休闲观光农业。但随着与专家不断沟
通，慢慢形成了“垛田”构想；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只
有在保护好垛田的基础上，才能将垛田价值和景观持续
保持下去。2011 年，江苏省政府将“兴化垛田”确定为
省级文保单位。2012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始
申报，兴化市农业局抓住了这个“文化机遇”。到 2013

年，“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便入选第一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

兴化拥有全国闻名的不锈钢产业，也是一个农业大
市。有了“农业遗产”后，当地以旅游产业为新抓手开
始谋划新的发展路径，希望遗产资源能够融合旅游观
光，创造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保护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日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
同与拥护。拥有国际级别的遗产认定，就获得了一块

“金字招牌”，可对当地经济尤其是旅游业发展产生极大
的推动作用。2004年，在中国江苏苏州举办了第28届世
界遗产大会。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又
有着崇文重礼传统的江苏来说，“申遗”始终是一件有情
怀、有责任感也更有实力支撑的事——拿到“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之后，就有了参加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的资格。这样的机会，兴化不想错过。

2013年9月，兴化投入极大的热情，开始申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4月，首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
产学术研讨会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工作交
流会在兴化召开。当月29日，“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吴存发告诉记者，2015 年兴化市的 《政府工作报
告》 中提出，要合力实施遗产的多功能开发，让“兴化
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成为遗产地及兴化经济发展的一大
助推器。

随后，兴化全力发挥了遗产品牌的优势，提升知名
度与影响力。2016 年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政府人类世界
自然文化遗产地区部签订农业文化遗产合作交流备忘
录。2015 年至 2017 年，兴化承办了 3 期“南南合作”框
架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高级别培训班和“一带一
路”国家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研修班。同时，该市
大力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引进种植万寿菊，
形成“春看菜花、夏观荷花、秋赏菊花、冬品芦花”的
四季美景和休闲观光农业。通过培育脱水蔬菜产业，兴
化建成了万亩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成为“中国果蔬脱水加工第一县”。现在，兴化是全国最
大的蔬菜脱水加工基地和脱水蔬菜产品集散地。

怎样解决保护利用中的新难题？

诞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和
灌排工程，与当代生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在世界各地遗产地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兴化也同样存在。

自上世纪 80年代始，随着防洪设施不断完善，垛田
传统防洪功能便逐步弱化，开始出现大面积推垛成田、
放岸填沟现象；许多垛田被占用建房、办厂，改蔬菜种
植为粮食生产，开沟挖塘搞“精养”；部分地方削垛填
沟，新增土地指标上市交易获利，垛田面积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当地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垛田农事传统，
也成为新的难题。从事垛田农耕技术的农户年龄偏高，
罱泥、扒苲等繁重农活缺少青壮年劳力，这使得河道缺
乏经常性疏浚，导致垛间河沟淤塞、水草丛生，影响了
垛田的生态。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兴化垛田”品牌促进了经济增长，促使当地

政府可以拿出“真金白银”进行遗产保护、清淤河道并
进行农业产品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培育。这一系列成效又
使得农户从“垛田”中受益，有了新的积极性去维护、
传承垛田的遗产价值。

2014 年，兴化市制定出台了 《兴化垛田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与发展规划》，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垛田保护逐
步受到人们重视。2017年6月，泰州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将

《泰州市垛田保护条例》 列入立法规划。2021 年 3 月 1
日，《泰州市垛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这一条例公布前后，兴化市人民政府还组建兴化垛
田传统农业系统院士专家工作站暨保护与发展研究中
心，为垛田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兴
化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垛田保护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处
理侵占破坏垛田的违法行为，并对垛田水域淤积和水土
保持情况进行监测，对撂荒田块进行吸泥填土，除草翻
新。近两年，兴化千垛景区已完成 500亩垛田综合治理，
并规划以每年200亩的进度持续推进。

2021 年，为精准定位垛田保护范围，兴化市划定国
家级和省级保护边界和矢量范围，并实地标定界桩和公
告牌，涉及垛田街道、千垛镇、沙沟镇、中堡镇约21.62
平方公里，推动垛田保护范围精细化管理，确保垛田保
护范围内执法监督有据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