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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只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附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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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子勇 江西省万年县
农技办公室

万年的“稻作文化”系统也被
列入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主
要指的是裴梅镇荷桥村的300亩

稻田，品种很古老，产量不高，亩产
400斤左右，自古就是贡米。

我们按照 300 元一百斤收
购，鼓励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不然这个品种会失传。还建设了

一个小型稻作文化博物馆，现在
还没有什么人来，配套基础设施
和周边的景点都跟不上。我们也
去别的地方考察过，目前这几个
试点地区发展旅游都比较有限。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

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特殊
重要性、珍稀性和脆弱易损性的
不可再生资源，任何不适当的开
发都极易造成资源破坏，生态
系统退化，甚至会造成无法恢
复的生态灾难，从而影响遗产
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
文 化 遗 产 一 般 都 位 于 偏 远 地

区，旅游开发很难取得短期效
应。因此，规范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促进
遗产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遗产地旅游开发利用
中的关键问题。

农业遗产地除了是一个旅
游区，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生产场
所，包括遗产地周边的建筑、甚
至包括区内居民的生活风貌都

应该涵盖在整个农业文化遗产
地旅游开发的范围内。对整个
区域进行有效保护，把遗产融入
周边环境，才能真正体现出价
值，这必须处理好遗产地与周
边地区以及区内居民的关系。
首 要 目 的 是 保 护 一 种 农 业 系
统，传统的生产方式，发展旅游
业只是其附属功能，是一个高
端旅游。

云南大旱，不知道能不能
申报成功。”

刘红婴前几年去哈尼梯
田考察，看到景区门口两边
种上黄花，“这种植物是外来
品种，风一吹到了梯田里，到
处长。”哈尼梯田里也加装了
一些灯光，看起来有点欧洲
小镇的风情，“但是这里不是
欧洲小镇啊”。

保护农民赖以生存
的耕种方式

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是
保护遗产的原真性。“和其他
遗产相比，世界农业文化遗
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保护的
是一种农民仍在使用并且赖
以生存的耕作方式和生活方
式，农民就是以‘村民’的身
份展现给游客，而不是变成
景区内的‘演员’。”另外，闵

庆文强调，现在农村污染很
严重，严格控制污水垃圾的
排放，消毒和降解废弃物和
污染物，控制游客数量，建立
生态补偿和环境监督机制都
是遗产地在旅游开发中需要
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农事活动是一种比较松
散悠闲的自然型生产活动，
很适合都市人的放松需求。
但是农业游需要提高层次，
闵庆文觉得可以这么解释一
种和谐的生态关系：“对于一
个都市人来说，最重要的是，
他在学习农事过程中亲近了
土地，认识了自我和自然之间
的关系。”这是一种带有情感
性的体验，闵庆文想起自己在
台湾地区考察的时候，一个类
似休闲农业游的活动，当地
村民告诉他很多村庄里发生
的故事，“你能体会到捧着那
一碗米饭情感的重量”。

鼓励农民从事“稻作文化”系统

农业文化遗产中很重要的就是民俗部分，过年时龙现村里人会舞上一曲鱼灯舞（右图）；田鱼加工的青田鱼是青田著名的土特产。（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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