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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如何帮助乡村从“衰落”走向振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难题。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至今的品种资源、

农业技术、知识体系和系统结构功能目前仍可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利用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

物质基础，探讨其运行机制和实施路径。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生物资源、技术资源、

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遗产地可以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提升农产品价值，发展乡村旅游，

传承传统文化，最终实现遗产地的乡村振兴，从而形成了产品增值驱动、乡村旅游驱动和农耕文化驱动等助力

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构建了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包括推进三产融合发展、积累优秀人力

资本、促进农耕文化繁荣、保护优良生态环境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5 个方面。因此，提出加强农业文化遗产

价值评估研究、建立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和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振兴系列工程等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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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approach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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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helping rural communities from declining to revitalizing is a great challenge faced by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Various resourc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nowledge system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inherited from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Based 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asis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scusse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Result shows that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contains biological, technic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eeded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heritage site can utilize the unique resource 
endow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promote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 rural tourism,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result, three operating mechanisms which can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have been formed: product value-added, rural tourism-developed, and agro-culture-driven.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identified f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luding 
promo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ccumulating excellent human capital, promoting prosperity 
of farming culture, protecting excel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To make better us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heritage value assessment research, establishing a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heritage sites, and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s in heritage sites.
Key words ：GIAH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hina-NIAHS (Nation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rural revitaliz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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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来看，“乡村衰落”是

伴随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 [1]，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

发展，城乡差距扩大、乡村衰落也是我国当前在快

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2]。2017 年十九大报告首

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乡村

的新征程。如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3]。

中国 5 000 多年的游牧和农耕历史衍生出了灿烂的

农业文明，劳动人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并

世代传承了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

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

生产系统 [4]，可为民族文化丰富、生态脆弱且重要、

经济落后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和智慧。

已有研究表明，导致乡村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如快速城镇化、人口外迁、产业结构单一和农

村环境污染等 [5-7]。众多国内外研究者针对如何实

现乡村振兴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 Zhou 等 [8] 分析

了土地整治助力乡村文化、人才、生态、产业和组

织振兴的驱动机制 ；Yang 等 [9] 研究探讨了乡村旅

游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Xue 等 [10] 研究表明，

可持续的农村教育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关键作用。

现阶段，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工程等方面。同时，大

量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地对乡村振兴发

挥了重要作用。如傅志强和黄璜 [11] 研究表明，农

业文化遗产可为第一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

有机融合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陈茜 [12] 从分布地域、

蕴含价值等方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

紧密联系 ；闵庆文和曹幸穗 [2] 认为农业文化遗产蕴

含的生物、技术、文化“基因”对于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作用。然而，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运

行机制如何，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资源如何助力乡

村振兴尚待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农业文

化遗产资源禀赋，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的资源基础 ；根据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独特资源，

探讨其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明确其助力乡村

振兴的实施路径，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广大农村地

区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途径

200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了“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保护倡议，旨在保护和

传承具有突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

价值的传统农业系统及其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

和文化 [13]。

我国是最早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

的国家之一，2005 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被
FAO 列为首批 GIAHS 保护项目，现拥有 18 项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位居各国之首。同时，我

国于 2012 年在全球率先开展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共发

布 6 批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 153
个县（市、区）。

复合性、活态性和战略性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三

大特性 [14]。“动态保护”是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特性

的内在要求。动态保护有三层含义，一是发展与保

护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像古建筑一样封

闭式保护，而应当促进遗产地居民与外界的交流，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避免遗产地贫困状况加

剧 ；二是多方参与，当地农户既没有独立保护农业

文化遗产的能力，也没有独立保护的积极性，政府、

企业、社区等应当共同制定多方参与机制。三是变

中求稳，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不能变化过快，

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完全摒弃原有的农耕方式

与民俗信仰，遗产地在发展产业时不能忘记保护的

初衷，避免遗产地彻底沦为商业景区。

2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的遗产，现如今依

然发挥农业生产等功能 [15]。截至目前，23 个国家

和地区的 65 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以可持

续方式供应多种产品和服务，为亿万小农保障粮食

和生计安全 [16-17]。

2.1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生物资源

古代先民们在农业文化遗产上千年的发展历史

中选育出了大批质量上乘、品质极佳的优良作物，

与现代技术融合后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如浙江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曾种植过 20 多种传统水稻品

种，生长有 6 种鲤鱼，5 种其他鱼类，保育有较高

的水稻品种多样性与田鱼遗传多样性 [18]，其农田边

界保育有较高植物多样性及与之相共生的 AMF 群

落 [19]。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香榧籽油能选择

性降低油脂，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其假种皮也是

高级芳香油的极佳原材料 [20]。

我国部分地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间存在严重

的“争地矛盾”，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农作物

品种，在为人类提供高产优质的粮食作物的同时，

还提供了多种经济作物与工业原料，不仅能保障遗

产地粮食安全，还能促进当地第一产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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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技术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适应当地独特自然和社

会条件的传统栽培技术、种植模式和水土资源管理

方法在千百年的人工选择中长盛不衰，通过改善系

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达到提

升农产品质量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目的。

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的村民常用间种套作、农田

冬翻和灯火灭虫等古老方法防治农田害虫，肥料主

要为人畜粪尿、火土灰和枯饼等农家有机肥，部分

地区还施用牛骨粉，秋收后鸡、鸭等家禽散养在田

间，其粪便与秸秆共同发酵，增强土壤肥力 [21]，还

提升了稻谷内在品质 [22]。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

统的水旱轮作制度是流传千年的传统耕种制度，其

主要分为传统二元轮作（稻—菜）模式和传统三元

（稻—菜—菜）轮作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地下水补

给量分别为 539.1 mm 和 469.2 mm，远高于现代三

元（菜—菜—菜）轮作模式（177.5 mm）[23]。此外，

还有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蕴含的“剁花法”香菇

种植技术、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旱作农业技

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孕育的乌龙茶制作

技术等众多古代先民们遗留下来的农业技术瑰宝。

现代耕作技术通过长时间连续耕种和无节制使

用农药化肥来提高农作物产量，这不仅会加剧农田

水土流失，还会导致农田肥力急剧下降，最终陷入

“土壤肥力越喂越贫”这一恶性循环。遗产地农户在 
上千年的实践经验中，逐渐总结出多种环境友好型

耕作方式，使农业文化遗产在保证一定农作物产量

的同时，可以尽量减少对耕地未来生产潜力的透支。

2.3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生态资源

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发展使得农业面源污染等生

态问题愈发严重 [24]。已有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

独特的景观格局与水土资源利用模式，使其具有更

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古

香榧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86.14 万元 /(hm2·a)，远

高于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平均水平 [20]。浙

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生态整体，其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远高于桑园生态系统和鱼塘生态系

统提供的价值之和 [25]。

还有研究者探析了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水平较高的生态学机理。如稻鱼共生系统中鱼

的排泄物会降低甲烷排放 [26] ；由于草鱼的捕食行

为，稻飞虱数量减少 45%，水稻根部的纹枯病菌会

被田鱼食用，从而降低纹枯病发生概率 [27] ；而且鱼

的粪便中 N 素形态主要为铵态氮，易于水稻吸收 [26]，

可以减少氮肥施用量。

国外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位于南美洲的古台田农业系统能提供众多独特的生

态系统服务 ：一是气候调节服务，有效保护农作物

免受夜间霜冻 ；二是养分持留服务，古台田农业系

统的部分土壤长期或间歇性位于水面之下，能提高

磷的可用性 [28]。

同时，由于现代农作物品种单一化导致了农田

生物多样性锐减 [29]，病虫害加剧 [30] 等生态问题，

而农业文化遗产地被喻为中国良种活态基因库，保

育了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

现代农业科技正高速发展，但农业文化遗产中流传

千年的生态学机理仍值得去探索。

2.4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乡村振兴所需的文化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为乡村振兴发展保留了深厚的文

化积淀，包括语言、集体记忆、价值观、社会组织、

民俗与节庆、传统知识与技术、信仰与禁忌等，反

映在契合当地气候、环境与资源条件的建筑文化、

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符合当地自然条件反映生物

生长物候节律的农事历法，能够推动遗产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生计方式、理念

和行为模式，以及其他协助人类形塑集体记忆的物

质和非物质遗存等 [31]。

乡村民俗文化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农业文化遗产上千年的发展中，诞生出了众

多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传统、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

和深邃饱满的精神产品 [32]。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

系统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是川西农耕文化的发源地，

紧贴“胡焕庸线”及羌、藏与汉族的民族交融线。

据郫都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郫县民俗集萃》

显示，郫都共保留有 74 条日常生活民俗、128 条经

济民俗、117 条民间信仰、176 条民间文艺与游乐

和 23 条民间科技等。

3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包括农业生态系统维持食

物生产韧性的可持续性，农业多功能维持当地居民

生计安全的可持续性，集体记忆传承集体价值观念

并稳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可持续性，以及独特自然景

观和文化景观维持系统稳定的可持续性。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遗产地可以充分利用农业文

化遗产的生物资源、技术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

源，通过产品增值、乡村旅游实现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与生态振兴，通过文化驱动实现文化振兴与组

织振兴（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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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产品增值驱动

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独特的生物资源以及

“天人合一”的绿色生产理念，能满足消费者日益

增长的“高质量”和“多元化”需求，这为遗产地

产品的品牌化和高端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经济、生态、社会和

文化价值的独特品种资源，例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

梯田系统的红米，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小米，

以及相关茶叶、香菇、杨梅等经济作物，是农业文

化遗产地通过产品增值驱动乡村振兴的基础。遗产

地的政府、企业和农户需要注意收集、复壮和推广

这些传统品种资源，保护优势品种资源 ；通过体现

遗产地产品自然特色、地域特色、加工工艺特色、

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的品牌和营销规划，塑造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遗产地品牌 ；同时探索相关农产品的

资源整合以及后续加工产品的开发，延伸产业链。

遗产地独特产品的价值提升不仅能驱动遗产地

的产业振兴，还能帮助遗产地实现人才振兴。研究

表明，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并不单纯因为收入差距

的问题，即使在同等收入水平下，由于城镇地区发

展前景更好，遗产地农户也可能会离开家乡去更发

达的城市谋生。因此遗产地的产业振兴能帮助人们

看到发展的机会，进而吸引具备一定知识技能的高

素质人才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同时，农产品增值能帮助遗产地转变产业结构，摒

弃污染密集型产业与高耗能产业，保护遗产地的青

山绿水，进而实现生态振兴。

3.2  乡村旅游驱动

产业单一化是乡村经济衰败的重要原因。我国

的众多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传统农业地区，具

有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文化多样等特 
点。同时，除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身之外，遗产

地还具有其他诸如山水、技艺、民俗、节庆等物质

形态或非物质形态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很多

旅游者的青睐。遗产地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推出众多极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开发集休闲度假、

生态保健、文化感知和商务谈判为一体的旅游产业，

同时积极宣传当地优质农产品和文化产品，推动遗

产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回乡

就业。

一般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通过三种乡村

旅游发展模式来驱动乡村振兴。一是农业景观型—

资源带动市场模式。多数农业文化遗产都具有一定

的景观和观赏价值。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需要

在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挖掘人文景观资源，通过

主体资源与辅助资源、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配合，

构成持续机制。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集森林、

水域和农田为一体，其独特的垛田景观与丰富的景

观元素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赏游玩。旅游

业极大地促进了兴化当地的经济发展，2013 年间，

超过 100 万游客前来观光游览，累计收入 4.2 亿元，

比 2012 年增长 7.7%，同时新增 300 个就业岗位 [33]。

二是农业技术型—市场带动资源模式。农业文

化遗产系统本身所蕴含的适应性技术和传统知识本

身就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旅游资源，但其发展的关键

在于市场，要打造研学市场，促使“到处看看、随

便听听”向“学习知识、体验文化”的转型。如浙

江青田归国华侨杨小爱女士研发农遗餐，建立农遗

图 1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
Fig. 1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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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酒店，打造方山谷农遗文化园，通过接待小学

生割稻、插秧和放鱼苗，带领他们走进农遗，了解

农遗，感受稻鱼共生系统的魅力。这类模式不仅带

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还能吸引企业家、海外华侨、

优秀青年等回归家乡，建设家乡，促进了遗产地的

人才振兴。

三是农业遗址型—节事活动带动模式。一些农

业文化遗产地存在一些早期的农业遗址，具有较高

的历史学价值。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节事创意，通过

深挖地方文脉，将活态的展示形式与静态的遗址资

源相结合，鼓励社区农户参与。云南红河通过当地

文化产业繁荣带动旅游业发展，依托哈尼梯田流传

千年的历史文化，推出了一批与遗产地“土司文化”

和“稻作文化”等紧密联系的文化节日，打造了以

节事活动为主体的旅游路线。

但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资源 , 农业文化遗产还

具有脆弱性和濒危性的特点，其文化传承还存在传

统与现代的背离、文化传承的代际失衡等问题。旅

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农业文化遗产的乡村

旅游中应注意文化传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融合，使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得以正常传承和

发展。

3.3  农耕文化驱动

文化多样性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

点。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积淀有助于了解和继承历

史记忆，保存传统知识和技术，传承乡土集体价值

观，促进民众的文化自觉 ；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的

多样性，进而使其各项功能良好发挥 ；有助于有效

保存文化资源，为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业文化

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基础。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传承乡风

文明，促进乡村治理，进而驱动遗产地乡村振兴。

中国农民的主要形态是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

农，马克思将小农的特点概括为安于现状、听天由

命、平均意识浓厚等 [34]。小农对市场波动与自然灾

害的抵抗能力较弱，致使其看待事物难免有局限性。

现代的乡村管理方式可能难以达到“自治、法治、

德治”的目标。然而，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乡风文

化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高度契合，提倡村民尊老爱幼，诚信友善，有助

于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在乡村管理中

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部分遗产地的一些古老村规

仍然流传至今，在基层管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刻木分水”

制度，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用水纠纷。分水时，由村

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牵头，组织大家商议好每户的用

水量，然后再根据用水量在坚硬耐用的横木上刻下

凹槽，将其放在分水口处，开口宽则分到的水多，

反之则分到的少，村里还会专门安排“赶沟人”巡

视分水渠，保证渠道畅通。

4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目前，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具有一

些显著特点 ：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落后 ；生物

资源丰富、生态系统脆弱 ；传统知识丰厚、技术体

系完善 ；文化资源富集、乡村景观优美 ；人口数量

较多、人才资源短缺。农业文化遗产地应当针对上

述特点，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与“后发”优势，实现 
“五个振兴”。

4.1  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实现遗产地产业振兴，促进当地一二三产业融

合是关键。遗产地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应将农业文化遗产生物、技术、生态和

文化四大资源，与现代技术手段、先进营销理念和

网络舆论宣传等有效结合，因地制宜构筑遗产地独

有产业体系，延长农产品价值链条，增加农产品附

加价值，帮助农民实现生活富裕。

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融合其资源禀赋与

人文历史，凭借遗产地生态环境优良、文化资源丰

富等优势，打造“天下第一垛”乡村生态旅游示范

区，以生态旅游为契机，大力宣传兴化龙香芋、兴

化香葱等生态农产品，开发垛上农民画等文旅产品，

积极推动遗产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福建尤溪联

合梯田发挥万亩梯田、万亩果园、万亩竹林资源优

势，着力发展食用菌、优质稻、竹产品等优质产业，

建立“联合梯田”品牌体系，与企业联合推出“食 
米”文创品牌、“农旅优品”系列品牌等，助力当

地产业振兴。

4.2  积累优秀人力资本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可为乡村振兴积累

人力资本，乡村振兴可为遗产保护提供政策便利。

遗产地应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鼓励年轻人

留乡创业，以故乡情怀为纽带，吸引企业家、海外

华侨、优秀青年等回归家乡，建设家乡，在保护农

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实施人才振兴的

重要路径是提高农民谋生技能，遗产地可培养农遗

技艺传承人，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增加了

村民的谋生手段。

2017 年返乡大学生刘海庆在内蒙古敖汉旗成立

了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带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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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致富，另一方面摸索如何保护敖汉旱作农

业系统，他还带领合作社社员在村内举办大型文化

活动，唤醒当地民众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

除此之外，青田县归国华侨金岳品，红河县带领村

民创业的郭武六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4.3  促进农耕文化繁荣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对于农业文化遗

产包含的乡村民俗文化，应秉着扬弃的态度，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保留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的村规民约，摒弃陈规陋习，帮助实现乡风文明，

助力乡村治理新体系的建设。随着现代社会高速发

展，一些传统民俗文化正逐渐流失，遗产地可将传

统农耕文化保护与乡村文化振兴相结合，通过发展

乡村文化旅游宣扬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优良农耕文

化，同时唤醒村民们心中的文化记忆，引导村民向

善向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四川郫都林盘农耕系统蕴含的传统农耕文化

形成了血缘—亲缘—地缘的差序格局，这种由血缘

和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逐渐演变成传统社会

组织，这些组织自成体系，维持社会生产稳定与社

会安全稳定，在文化传承与教化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和当代价值。同时，川西平原作为东西移民的交融 
地，东西移民带着各自家乡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

汇聚于此，共同融入巴蜀文化中，创造了当地的文

化繁荣。

4.4  保护良好生态环境

在构建新经济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传统高

耗能产业将会被逐渐淘汰，绿色产业具有广阔发展

前景。遗产地应牢牢把握后发优势，将农业文化遗

产的传统耕作技术、水土资源利用模式与现代农业

科技相结合，发展具有农遗特色的生态农业，在为

人类提供高产优质农产品的同时，能有效保护遗产

地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功能，美化乡村生活环境。

2013 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建立 3.8 万亩

稻—鱼—鸭养殖示范点，举办稻田养鱼、养鸭技术

培训，引导村民合理开挖渔沟、种植稻谷、施用有

机肥。建立绿色立体病虫害生物防治体系，科学挂

放诱虫板，提升稻鱼鸭产品品质。同时，充分利用

传统田鱼苗培育资源，增加传统稻鱼鸭养殖过程中

的科技含量，提高鱼苗的成活率

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处于偏远闭塞区域，生态环

境良好，生态资产丰厚，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较

高。遗产地可尝试与周边地区建立区域生态补偿基

金，在为周边地区提供大量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

获取一定的经济报酬。然而，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研究较少，尚没有一套针对农业

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生

态价值仍不明晰，这使得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

缺少理论依据。

4.5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实现组织振兴的重

要途径。基层党组织担负着教育党员、管理党员和

监督党员的职责，是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和服务群

众的重要力量。2018 年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把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能否建立健全基层党

组织，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成功实施。

在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传

统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坚持法治、德治、村民自

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倡导农业文化遗产中利用行

之有效的乡规民约，构建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加榜乡的“垃圾银行”制度

属于基层自治的典型范例，对于一些原先乱丢乱弃

的垃圾，村民都按照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进

行分类，村里会派专人上门收取这些垃圾并向村民

支付费用，这一基层管理制度有效扭转了垃圾乱扔

现象。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

要作用。研究表明，遗产地通过农产品深加工、绿

色食品认证、塑造遗产地品牌等方式延长农产品价

值链，通过构建农业景观型、技术型、遗址型旅游

发展第三产业，进而实现遗产地三产融合发展、高

耗能产业转型与人才积极回流，最终实现乡村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 ；同时，遗产地可通过

传承乡风文明、保护农耕文化多样性等方式，促进

乡村党组织建设与新型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实现

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

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灵魂，生态振兴是支撑，组

织振兴是保障。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座生物、文化、

技术“基因库”，凭借其传承千年的资源禀赋，可

以有力推动遗产地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经济发

展，最终建立起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农村，并为世界农业

农村的振兴工作贡献中国智慧。

5.2  政策启示

1）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农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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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分为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估方法

研究。在价值体系构建方面，应紧扣农业文化遗产

的复合性、活态性和战略性等特点 [14]，发掘核心价

值，建立一套统一有效的价值体系 ；在评估方法研

究方面，应充分借鉴业已形成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评估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着力解决

评估结果“虚高”等问题，帮助人们客观认知农业

文化遗产价值。

2）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过去

我国区域间生态补偿标准主要通过协商博弈 [37]、受

偿意愿 [38] 等确定，缺乏生态学依据。应加强生态

系统服务供给—流动—消费联级模式在生态补偿实

践中的应用，加强生态补偿机理研究，探寻补偿标

准、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效益的影响，积极探索多

元长效补偿机制，架起从“绿水青山”通往“金山

银山”的桥梁，为乡村振兴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

供资金支持，促进遗产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振兴系列工程。实

施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振兴工程，以传统农业文化

保护与传承为重点开展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强调社

区居民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

注重文化适应，注意保护特定的、对区域可持续性

和社区发展有益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实施

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振兴工程，总结并推广农业文

化遗产系统在生态关系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

“软”关系方面的微妙处理，充分发挥农田、草地、

水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同时避

免一些负面效应的产生，如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

放和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等。实施农业文化遗产的

产业振兴工程，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农业文

化遗产独特的品种资源、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将

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农业发展有机结合，将农业文

化宣传展示与休闲农业发展有机结合，打造农业文

化遗产的独特品牌，有效带动遗产地农民的就业增

收，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4）实施农业文化遗产振兴乡村的示范工程。

根据区域和类型分布，总结农业文化遗产振兴乡村

发展的典型模式 ；从区域优势、成本效益、参与程

度等角度，分析各种模式的适用性与可推广性 ；引

入新科技提升传统农作技术和农作模式，推广以低

碳、循环、绿色为核心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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