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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灵动的水、秀丽的垛，催生了垛田丰富多彩的乡土艺术，
造就了一大批民间艺人和深厚的民间文化。兴化垛田农民画是
在传统绘画、刻纸、刺绣等民间艺术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新型艺术。

在刚刚举行的兴化市非遗项目垛田农民画成果展览表演
上，非遗传承人、全国乡村工匠、江苏省首届乡村振兴青年先
锋解善彪表演绘制垛田农民画，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徐兴
海现场展示独特的拾破画创作技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
赏、体验。

将垛田元素融入拾破画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历史上的垛田先后形成刻纸、灶台画、拾破画等民间艺术形

式，生于斯长于斯的垛田民间艺人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创新
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农民画，把世代传承的民间美术技艺巧妙地融
入农民画之中。垛田农民画作品以表现农村现代生活或田园风光
为主，具有较强的艺术性、装饰性和观赏性。2002年，垛田镇（现垛

田街道）因书画创作特色鲜明被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
此次展演，非遗传承人解善彪现场带来了数幅垛田农民画

和文创产品。为助力特色田园乡村创建，近年来他和团队足迹
遍及兴化市 20多个乡镇 （街道） 的近 200个村庄，为美丽乡村
创作了2000多幅主题墙绘作品。他还将农民画与伴手礼等礼仪
用品融合，制作出雨
伞、抱枕、丝巾等一
系列垛田农民画衍生
产品，在他和镇村等
各 方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
兴化市昌荣镇盐北村
成功创建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年接待游客
3 万多人次，文创用
品和农副产品实现年
销售 180 多万元，带
动乡村旅游的同时也
促 进 了 村 民 致 富 增
收。书展现场农民画
文 创 产 品 琳 琅 满 目，
全面地展现了非遗产
品的独特价值，深受
百姓欢迎。

（张 楠）

福建福鼎是世界白茶发源地、中国白茶核心产区之一。
近日，以“谦、和、礼、敬中国茶”为主题的福鼎白茶国际专场品鉴会在法国巴

黎卢浮宫西翼的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中举办。
展览以金、木、水、火、土5个分区，展现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在变化中不断融合、

焕新的哲学理念与智慧。
福建福鼎地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依山面海，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

适中，适合茶树生长。福鼎白茶的选育栽培，始于清代咸丰年间，距今已有100多年
的历史。

2017年，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被列入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在品鉴现场，中法嘉宾齐聚一堂。福鼎市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蔡梅生

介绍了福鼎白茶的悠久历史文化、优秀品质特征以及福鼎作为世界白茶发源地的品牌
优势。

现场的法国嘉宾说：“非常喜欢白茶，我也带走了一包福鼎白茶，准备回去和家
人朋友一起分享，很神奇的东方树叶，福鼎白茶非常棒。”“今天了解了很多福鼎白茶
相关知识，品尝到的各款茶都是非常棒的，非常感谢你们从中国带来这些茶。”“福鼎
白茶有一种泥土的清香芬芳，还有甜味，喝起来很舒服。”

福鼎白茶交流团还前往德国，与在当地创立茶道—中国茶与艺术中心的盖哈德先
生举行茶叙。盖哈德在当地定期举办茶道表演、茶文化沙龙、展览以及艺术和音乐表
演等以中国茶和艺术为主线的活动。福鼎白茶交流团参观了盖哈德的茶道馆，详细介
绍了近年来福鼎白茶发展历程，现场品鉴了福鼎白茶的老茶和新茶。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我相信茶文化不分国界，也很开心又更加深入了解了一
个地域的茶叶品牌。”盖哈德说，“新茶和老茶带来的体验完全不同，这是非常独特、
非常有趣的，相信以后来到这里的其他人也会像我一样喜爱它。”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联合当地公
安、法院发出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为千年桑
基鱼塘生态系统的长效保护再添“法治护甲”。这
是浙江首份针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布的 《司法保
护令》。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起源于春秋战国时
期，至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2014 年入选“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7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

为有效保护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促进农业文化传
承、农业生态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该《司法保护
令》明确，禁止违反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专项规
划开挖、填埋鱼塘；禁止毁坏塘基、桑树；禁止擅自
移动、遮挡、涂改、损毁标志和界桩；禁止未按照桑
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利用技术性规范开展种植养殖等一
切破坏桑基鱼塘系统的行为。

该《司法保护令》的发布，进一步加强了桑基鱼
塘系统的预防性保护和区域生物性协同保护，将助力
千年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本报综合《检察日报》报道）

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与自
然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出来、赖以生存并流
传至今的农业复合系统，是保护传承弘扬优
秀农耕文化、推动乡村文化资源转化创新利
用的重要载体。

自 2012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先后认定

了七批共 18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此外，到目前为止，我国有 22 项“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些遗产历史悠久、类型众多、内涵丰
富、特色鲜明，具备活态性、复合性、适用
性、多功能性等多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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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法国以茶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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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垛田：

催生多彩乡土艺术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马家
洼子村燕麦荞麦种植基地，可以看到新型北斗
导航无人驾驶农机按照设定的路线匀速行驶，
精准播种，一粒粒苦荞种子被洒在沃野田畴
间，等待着它发芽、开花、结果……

“新型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配有北斗导航
系统，可按照要求设定播种量和密度，在土地
上匀速行驶，匀速下种，保持播量、播深一
致，促进苗齐、苗全和苗壮，有利于田间管
理。”库伦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伟春说。

库伦旗是“中国荞麦之乡”，每年的荞麦产量

约占全国产量的1/4，是国际公认的优质种植区。
2023 年 9 月，“内蒙古库伦荞麦旱作系统”

被列入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24 年，库伦旗政府与农业科技企业共同

打造荞麦行业全链路数字化项目。种植基地安
装有摄像头，建立了田间气象站、病虫监测仪
器，对荞麦从种植到收获的生长情况、机械
作业开展情况、物资投入、田间管理、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实施监测。无论在哪里，管理
人员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田间形势、作物
生长情况。 （王 星 张 静）

在“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标识旁边，还可以看到所立的标有 《司法
保护令》的牌子。 来源：《检察日报》

库伦荞麦：

种植基地用上新科技

图为田间监测设施。 包国良摄

图为福鼎白茶交流团团员和外国友人在品茶。
来源：福鼎白茶微信公众号

图为创作者在现场创作表
现兴化垛田景观的画作。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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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记者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获
悉，日前，由河北博物院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
的“技耀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欧洲时报

（巴黎） 文化中心举办。
该展览以图片展的形式，分为“奇·技”“承·续”两

个部分。其中，“奇·技”部分，重点展示古代高超奇绝
的杂技技巧，如东平汉墓壁画盘舞图等；“承·续”部分
主要通过吴桥杂技海报、剧照及演出照片等，展示杂技
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据介绍，河北省吴桥县是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
之一，被誉为“杂技之乡”。

本次展览聚焦中国悠久丰富的杂技文化，采用
中、法双语，图文并茂、古今交融地展示了燕赵大地
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精美的杂技艺术文物。

据新华社电（记者康锦谦、童 芳） 新发现建筑基址
和手工业作坊分布、朝向呈现明显规律，新确认三星堆
古城水门、城门等……记者日前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获悉，一系列新的考古证据表明：距今 3000 多年前，
三星堆古城已有清晰城市规划。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 12 平方公
里，遗址的核心区域是一座古城，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
虽然城墙部分区段在历史上已经遭到破坏，但考古学家根
据对现存城墙的勘探，仍复原出城址的基本格局：三星堆
古城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呈西北—东南向。

该朝向与之前发现的青关山宫殿，以及 2022 年至
2024年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玉石器
作坊基本保持一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
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介绍，坑内文物的摆放方位也与整
个三星堆古城的朝向基本保持一致。

“这一切绝不是巧合，显然是古人有意为之。”三星
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告
诉记者，这些考古新发现，以及本年度新确认的三星堆
古城水门、城门等，都为深入研究三星堆古城城市布局
提供了宝贵资料。

许丹阳告诉记者，三星堆古城的主轴线方向为西
北—东南走向，也是古蜀人民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的结
果，参考了当时的自然山川走势。“如此布局一方面便于
生产生活取水用水，另一方面便于利用水路对外联系，
体现出先进的城市营建思想。”

通过考古学家持续努力，目前三星堆古城平面布局
已经基本清楚：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悠悠的马
牧河从城内蜿蜒而过，北边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
南边有祭祀区，多座城门和出入城门的道路将都城与周
边联系起来。

“继良渚、二里头等早期都城遗址后，对三星堆古城
布局规划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又一次展现了中国古人在
城市规划上的智慧和实践能力，显现出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孙华说。

本报电 日前，“敕勒长歌——北朝的融合之路”在
河北博物院开幕。此次展览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主办，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等 23 家文博单位的 350 余件 （组） 文物，涉及
陶瓷、金银、青铜、玉石、碑刻、拓片、壁画等，讲述
了北朝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展览分为 3 个部分，分别为“同出六镇 东西争霸”
“归心华夏 多元互融”“异质汇流 和合共生”。

据悉，展览将持续展出至10月20日。
（晓 文）

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
亮相法国巴黎

图为展览现场。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供图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实证3000年前城市规划

“敕勒长歌——北朝的融合之路”
在河北博物院开展

图为展出的彩绘额饰璎悬辔铃陶马。
河北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