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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红河哈尼梯
田文化景观”被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
第45处世界遗产。作为我
国现有世界遗产中“第一
个以农耕、稻作为主题的
遗产项目”“第一个以民
族名称命名的遗产地”，
千年哈尼梯田，日益凸显
世界价值。

短短10年，千年梯田
迎来蝶变。保护中发展，
发展中保护。如今的哈尼

梯田，水源林面积逐年增
加 ， 森 林 覆 盖 率 不 断 提
高，森林、村寨、梯田、
水系“四素同构”生态系统
实现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实
现和谐共生。“赶沟人”、护
林员依然在守护梯田，哈尼
古歌还在传唱，传统的蘑菇
房依然屹立在梯田之上。因
为传统风貌的建筑、农耕民
俗都成了文旅项目，哈尼人
靠着农文旅融合也能获得
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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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谁来管护？
赶沟人勤奋，护林员尽责

扛着锄头，手持镰刀，溯流而
上 ， 这 是 “ 赶 沟 人 ” 马 有 明 的 日
常。如果说水流是哈尼梯田的“血
液”，那么沟渠就是“血管”。为了
维系水源沟渠通畅，在哀牢山深处
广 袤 梯 田 地，诞生了一种特有的

“职业”——“赶沟人”。
作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元阳县牛角寨镇的“赶沟人”，马
有明深知责任在肩：“没有水就种不
了田，没有田就吃不上饭。我们的任
务就是守护好梯田里的水系。”除了
及时清理沟渠中的杂草，防止沟渠堵
塞外，“赶沟人”还要管护好沟渠，

避免沟渠滴、跑、渗、漏。在千年哈
尼梯田的存续和发展中，“赶沟人”
的作用无可替代。

“缺水的季节，得每天去看。”6
月 27 日一大早，马有明肩扛锄头、
手持镰刀，顺着水沟行走，一路上清
理沟里的枯枝、败叶、垃圾，查看水
流情况。远望翠色欲滴的层层梯田，
马有明说：“等我干不动了，就把这
份工作交到更适合的村民手上，继续
守护好梯田的血脉。”

与保护水一样，红河州各族人民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了保护森林的共
识。他们知道，没有森林的涵养，水
也将不复存在。当地村民选出的护林
员，职责就是守护森林。

在绿春县大兴林场，巡山已经
成了护林员陈正康生活的一部分，
每年还有 8000 元的补助。趁着歇
脚，陈正康的话题自然而然回到梯
田：“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

我巡的是眼前的山，守护的是山下
的田。”

“ 赶 沟 人 ” 与 护 林 员 年 复 一
年、日复一日的努力，让山林郁郁
葱葱，让各家田块有了源源不断的
水源。

哈尼梯田的千年传承并非一帆
风顺。有一段时期，也曾遭遇过高
山森林被砍伐、外来物种小龙虾打
穿梯田、福寿螺侵袭等问题。元阳
县大力实施荒山造林、封山育林、
森林抚育等工程，遗产区植被和森
林覆盖率分别达 67%和 49.6%，先
后恢复老虎嘴、螺蛳田片区等水改
旱梯田 3433 亩，生态环境恢复成
效显著。

退 耕 还 林 、 建 立 自 然 保 护
区 、 保 护 基 本 农 田 、 制 定 梯 田 保
护条例……通过 10 年的努力，当地
守住了哈尼梯田遗产区的“绿水青
山 ”， 护 住 了 其 特 有 的 “ 四 素 同
构”生态系统。

●村落怎样保护？
蘑菇房入股，新设备进屋

无人机从元阳县阿者科村内的青
石板路上缓缓升起，一幅千年哈尼梯
田环抱着百年古村落的绝美画卷展现
在眼前。古树掩映之下，错落有致的
蘑菇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倏然，云
海沿着梯田升腾，村庄坐落于云端，
宛若人间仙境。

如此美丽的村落，却也曾面临
着消失的风险。以当地传统民居蘑
菇房为例，由于原始的蘑菇房长年
未修、过于老旧，不少村民计划改
建旧房，修建钢筋混凝土房屋。

2018 年，元阳县政府和中山大
学联合编制了“阿者科计划”。根据
该计划，蘑菇房可以折价入股，依托
村内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及保存完好
的传统村落人文资源，带动全村村民
参与发展乡村旅游，再通过旅游业的
发展，吸引当地民众自发参与到传统
村落的保护中。

外出务工返乡的高美华便是村里
旅游公司的一名员工。在高美华的记
忆里，20 年前，她家的蘑菇房又黑
又旧。随着“阿者科计划”的实施，
当地蘑菇房得到集中修缮，“蘑菇房
的外表还是以前的样子，但里边的生
活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现代住房
没啥区别。”高美华亲眼见证了阿者
科村的变化，从过去的贫穷落后到如
今的欣欣向荣，阿者科村的蝶变背
后，是在保护传统村落中实现村庄发
展的探索。

“阿者科计划”项目的实施，不
仅改变了乡村面貌，而且激发了村民
留住人、保住田、守住房的内在动
力，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但最初，许多村民并不愿意修缮
自家蘑菇房，而更愿意将自家房屋改
建成楼房。“以前的蘑菇房采光差、
空间小，不如楼房住着舒服。”一开
始政府不让建楼房，元阳县新街镇
箐口村村民李新明心里有埋怨。后
来搬进改建完的蘑菇房，发现室内
和楼房的功用没啥区别，而传统形
态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村
民收入随之提高，李新明觉得多亏
当时“听劝”。

而为了解决遗产区群众分户建房
需求，元阳县制定出台政策，按照

“一户一房一补贴”的原则，对哈尼
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符合补助条件
的每户进行补贴，确保遗产区风貌
统一。

●民俗如何传承？
传承人坚守，旅游业搭台

国家级非遗哈尼族多声部民歌
代表性传承人陈习娘有两个愿望：
一 是 哈 尼 古 歌 能 在 梯 田 上 代 代 传
唱；二是梯田上的“交响乐”能走
向全世界。

哈尼古歌，延绵传承已千年，
没有文字记载，全靠口口相传。陈
习娘拜师 8 年，才学成出师。哈尼
古 歌 难 学 ， 只 能 靠 传 承 人 亲 自 教
学。早年间，当地少有人教，更少
有 人 学 ， 哈 尼 古 歌 一 度 面 临 “ 断
代”的风险。近几年，红河州加大
培养传承人的力度，陈习娘自家老
宅成了村里文化传习馆，他用自己
制作的二胡演奏哈尼古歌，与学生
交流唱法。如今有不少年轻人来找
陈 习 娘 学 艺 ， 他 的 两 个 徒 弟 车 克
山、陈俄多已经成为省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在陈习娘第一个愿望成功实现的
基础上，他的第二个愿望也逐步成
真。2015 年，原生态歌舞 《哈尼古
歌》 远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驻场演
出，哈尼古歌成功走向世界。

传承人有了，知名度打出去了，
如何让传承人有用武之地？怎样让游
客更好体验哈尼农耕文化？元阳县给
出的答案是文旅融合，让传统文化融
入旅游业态开发。

今年4月，元阳县举行“红河哈
尼梯田申遗成功十周年·2023年元阳
梯田开秧门农耕文化节”活动。在实

景展演中，伴随着悠扬的哈尼古歌，
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把祈求丰收的祝
福放在水源处，象征着秧门已开；
年轻小伙们则在姑娘们美妙歌声的
伴随下，将青翠的秧苗挑到田间地
头。曾经农民的自娱自乐，如今成
了实景演出的节目。表演结束，游
客们纷纷下田插秧，亲身体验哈尼
农耕文化，在“看”与“玩”中，
民俗文化得以传承，游客也能更好
了解梯田农耕。

10 年 努 力 ， 哈 尼 农 耕 文 化 更
添光彩。2023 年，红河州“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助推乡村振兴”案
例，入选全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佳”案例。一路走来，世界文化
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殊荣，见证了红
河哈尼梯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的历程。

●农民如何增收？
农文旅融合，互联网助力

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大鱼
塘村民小组是典型的哈尼山寨。昔
日，年轻人纷纷去城里打工，谋求
一条生路，白宇蟾也是其中之一。
前几年，他改变了想法。“我学的是
导游专业，来哈尼梯田旅游的人很
多，让我觉得回来发展旅游业应该
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白宇蟾辞
掉在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事
旅游服务行业。

白宇蟾发现，很多游客慕名而
来，但来了后吃饭落脚的地方很少。
白宇蟾看准商机，申请创业贷款，在

大鱼塘村民小组开了家农家乐。“哈
尼梯田申遗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收
益，经营农家乐的第5年，我就把贷
款还清了。”白宇蟾说。

在哈尼梯田所在的地区，10 年
来，当地政府充分利用哈尼梯田“世
界文化遗产”的响亮名号，通过发展
旅游业、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模
式、借助互联网宣传等多重举措，千
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不仅多了农文旅融合，传统农业
也有了更多收入。2016 年以来，元
阳县大力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模
式，打造休闲绿色生态农场，提供沉
浸式农耕体验服务，增加梯田红米、
梯田鱼、梯田鸭等农特产品销量，有
力保障了哈尼梯田的永续利用。

借势互联网，梯田的好产出卖
出了好价格。“老一辈人在云上梯田
耕 作 ， 我 们 通 过 网 络 ， 把 梯 田 文

化、农特产品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
和销售。”哈尼族姑娘丁继楠从互
联网发展中看到了返乡创业的新机
遇 。 2019 年 ， 她 辞 掉 工 作 回 到 村
里，成为一名自媒体主播。在短视
频平台中，丁继楠身穿哈尼族传统
服饰，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哈尼文化
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抓鱼、插秧、
制作特色美食等日常生活吸引了众
多网友的关注。

现在，丁继楠的团队在元阳县新
街镇多依树村委会多依树下寨开了一
家民俗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坚持和
努力，向更多人讲述哈尼人的故事、
哈尼梯田的故事。

申遗成功10年，哈尼梯田文化遗
产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
的 3928 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12502 元。
梯田依然美丽，哈尼人民更加富裕！

（曾智慧、马超贤参与采写）

千千年哈尼梯田年哈尼梯田
的十年蝶变的十年蝶变

杨文明杨文明 胡胡艳辉艳辉

链 接

红河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
为主的各族人民利用当地“一
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
理气候条件创造的农耕文明奇
观，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
史。红河州的梯田规模宏大，
恢宏壮观，绵延整个红河南岸
的元阳、绿春、金平等县，仅
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

2013年6月22日，在第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红河哈尼
梯田文化景观”获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
体现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
寨“四素同构”系统具有突出
普遍价值，其完美反映的精密
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配系
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
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
彰显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重
要模式。

在申遗成功后的10年里，
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一直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

从哈尼梯田申遗成功至
今，围绕着梯田文化保护与
传承的脚步就从未停歇。云
南省红河州不断加大对哈尼
梯田的保护力度。据悉，10

年来，元阳县在哈尼梯田核
心 区 （含 缓 冲 区） 持 续 投
入，实施荒山造林、封山育
林、森林抚育、田园综合体
项目、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
哈尼梯田生态修复、元阳县
数字哈尼梯田等工程项目建
设。同时，不断加大对传统
民居和村落的保护力度，改
造传统村落 64 个、挂牌保护
传统民居 1603 户、累计修缮
保护遗产区民居 4500 余幢，
使民居和村寨留住了原真、
特色与乡愁。

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元
阳县积极做好当地的文旅融
合发展，让当地百姓靠着保
护好的梯田吃上“旅游饭”。
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 10 年
来，景区重点发展旅游特色村
5 个，发展农家乐、农家客栈
450 家，有 310 户农户从事旅
游 生 产 、 运 输 、 服 务 等 行
业，直接或间接吸纳 4000 余
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这些数据也表明了遗产区
不仅护住了哈尼梯田“四素同
构”生态系统，还不断擦亮“世
界文化遗产、千年哈尼梯田”
旅游文化名片，让哈尼梯田不
断释放出旅游“红利”。

2021年，国家级非遗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陈习娘 （中间
演奏者） 在和乡亲们交流。 胡艳辉摄

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上的农民正在收割稻谷。（资料图片）
张洪科摄

云南省元阳县多依树梯田。 陆 忠摄云南省元阳县多依树梯田。 陆 忠摄

云南省元阳县古村落阿者科村的蘑菇房。 龙 俊摄 云南省绿春县哈尼长街宴。（资料图片） 梁荣生摄云南省绿春县哈尼长街宴。（资料图片） 梁荣生摄

云南省绿春县大兴镇农民在梯田里插秧。（资料图片） 张洪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